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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现场

非虚构写作近十几年来引起文坛和学界的
极大关注和热议，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自
2006年开始，深圳市文联、市作协开展一年一度
的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推进了民间写作、虚构
和非虚构写作作家的成长。2009年的第三届深
圳网络文学大赛，单设“非虚构文学”专项，从中
涌现出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秦锦屏《水
项链》、王顺健《驻所调解员日记》、程鹏《深圳文
札》、戴斌《舌尖上的乡愁》等非虚构长篇佳作。萧
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还获得2010年度“人
民文学奖”非虚构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
术奖。创办于2014年的“深圳十大佳著”评选活
动，分为虚构与诗歌类、非虚构类两种，单双年交
替进行，迄今已举办十届，极大推进了深圳非虚
构写作实践。2014年至2019年，由深圳出版集
团和深圳市作协合作，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杨担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民乐担任副
主编，魏甫华、邓一光、于爱成等参与论证策划，
启动了“深圳新文学大系”编纂出版工程，“非虚
构文学”卷单列一卷。2019年至2020年，深圳出
版社聘请邓一光担任主编，于爱成等参与编选，
出版《深圳散文四十年》（上下卷），对特区成立
40年来的非虚构文学佳作进行较系统整理。

作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现场，深圳非虚
构作家众多，迭有佳作。杨黎光的报告文学连续
三届荣获鲁迅文学奖，林祖基的杂文荣获首届鲁
迅文学奖，陈秉安、胡戈、梁兆松的《深圳的斯芬
克斯之谜》、李兰妮的《旷野无人》《野地灵光》、南
翔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黄灯的《我的二本
学生》等，也先后在全国产生影响。尤其近10年

来，深圳涌现出了更多非虚构优秀作品、更多现
象级写作，包括南翔的手艺人系列，王国华的街
巷志系列，王国猛的学术小品系列，南兆旭、孙重
人等的自然写作系列，许石林的礼俗书写系列，
廖虹雷的深圳民俗书写，黄灯、萧相风及45厘米
小组的非虚构书写，李兰妮的疾病书写，杨黎光、
陈秉安、赵小燕等各种类型的纪实写作，秦锦屏、
聂雄前、戴斌等作家的故乡书写，张一兵、蒋荣
耀、幽壹等作家的历史书写，姚峥华的“书人系
列”，丁时照、侯军、王樽、王绍培、胡洪侠、赵倚
平、杨争光、厚圃等作家的学术（或文化）随笔，程
鹏、虞宵、叶耳、段作文等数量庞大的深圳书写，
以及时潇含等“90后”作家的全球化书写，等等。

“我们要为中国创作，不仅是非虚构创作，还
有其他门类创作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贡献我们
的探索。”会上，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王国猛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拥有最
前沿、最先锋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了许多有价
值、有意义的经验探索和观念创新。近年来，深圳
市文联、市评协、市作家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旨在推动深圳作家群和深圳文艺批评家队伍的
发展壮大，并希望在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深圳文学创作实践水平，不
断促进深圳文学高质量发展。

提供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

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燕玲曾担任过
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几届评委，较早接触到
深圳的非虚构文本。在她看来，深圳非虚构写作
是新世纪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最早的文学成果，也
较早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文学经验。“深圳非虚构
写作提供了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而且，深圳非

虚构写作深入时代大变革中人的精神和物质生
存，从具象化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揭示了我们
这个时代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并体现出
一种宏大叙事微观化表达的叙事策略。”张燕玲
认为，深圳非虚构如此丰富的文本，或田野考察
记录，或亲历者叙述，或访谈方式，或口述历史
等，挖掘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时代及民
间的记忆与细节。深圳作家以各自的眼睛还原活
的现实，以各自的叙述还原心灵的本真，努力把
更多、更生动、更真实的深圳生活用文学的方式
表现出来，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深圳维度的中国经
验，这是深圳非虚构文本的一个贡献。

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
任、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执行主任葛红兵认为，非虚
构是一种利用文学性手法、描述叙述真实社会生
活的写作方式，它是文化市场化发展、社会创意化
发展、文学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他表示，近十年的
深圳非虚构写作，在前期“打工文学”写作的基础
上，有了新的转向，跟之前的非虚构书写在贴近现
实、关注社会的精神禀赋上一脉相承，但也有了更
大的进展，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色。

呈现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

在深圳作家南翔看来，“深圳十大佳著”评选
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参评者身份驳杂，二是主
题多样，三是精品不少。他以自己的写作经历为
例，分享了对非虚构写作的看法。“每个人找一个
角度掘进，诸条小溪、小河汇聚在一块，就蔚为大
观，可以呈现整个深圳非虚构的样貌。”南翔说。

“深圳非虚构的写作，是在中国大的非虚构
写作的语境中成长的。”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山
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表示，中国的变化、文学

的变化以及写作者的变化，这三种力量共同影响
了非虚构写作这一类型的兴起，以及大众对它的
回应。深圳的这些作者也在其中，甚至开创了很
重要的深圳样板。因为这三方面的变化，深圳都
感同身受。不论是经验的变化、文学的变化还是
写作者的驳杂，深圳都可以称之为样本。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深圳市评协副主席
汤奇云表示，深圳的非虚构文学有三个很明显的
特点：一是题材的当下性，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边
缘群体，乃至过去人们所忽视的生态种群现状的
书写，且特别强调作家的在场体验与专业见解；
二是与追求所谓知识上的真理性相比，更为追求
事实上的真实性。这是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或写实
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三是在文体形式上，有着
摆脱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情结的倾向。深圳作
家不再去建构一段宏大的历史，而是着力呈现自
己的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这可能是目前深圳的
非虚构写作最突出的特点。

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
立青看来，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拓展出某种很
深厚的历史场景和社会场景，应该多鼓励人们讲
述出自己的故事，要是这样，深圳就有数以千万
计不同的故事。“40多年来，来到深圳及离开深
圳的人数规模很难估量，至少是几千万、上亿。关
于你跟深圳的关系、你跟深圳的故事，这里面有
很多历史信息，从这些历史信息中，我们才能知
道每个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从外部来看深圳，
非虚构写作是很好的历史文献。”

开拓深圳非虚构写作空间

作为当前国内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家，深圳
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黄灯2019年来到深圳职业技

术大学后，开始了她的非虚构教学实践。4年来，
她带着学生进行非虚构写作，整体效果非常好。

“我感觉非虚构写作对学生特别有用。我的很多
学生确实因为从事非虚构写作，改变了他们对这
个社会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认识。”

深圳市评协副主席王樽介绍，包括博尔赫斯
在内，很多看似以虚构写作而扬名世界的作家，
可能某些方面的写作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非虚构
写作。“非虚构写作也跟虚构写作一样，可以去创
建一个世界，至少是发现一个世界。”

作为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社区文学大赛“睦
邻文学奖”的策划负责人，《深圳青年》杂志副总编
辑黄东和表示，大赛聚焦本土题材原创作品的阅读
和评选，发掘并激励本土文学人才，迄今已积累了
近40万篇次的深圳题材的原创文学作品和评论。

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参与者、“深圳十大佳著”
评审的见证者，深圳市作协驻会干部秦锦屏认为
深圳的非虚构写作既丰盈又厚重。深圳市龙岗区
作协主席虞宵认为非虚构写作离不开“在场”，离
不开“田野调查”。

“深圳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过去40多
年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太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非虚构文学提供了极其丰
富的题材。”研讨会最后，高建平对会议成果作了
总结。“在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间的探讨交流
碰撞出许多智慧的火花，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
对深圳非虚构写作的特质及成果作了详细的梳
理，也为深圳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
的建议。”高建平表示，深圳是“非虚构文学发展
的天堂”。深圳非虚构文学仍有很多有价值的东
西可以写，它们可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深圳经
验。希望未来深圳能够诞生更多的非虚构佳作，
进一步展现深圳恢宏的非虚构写作图景。

诗集《山水宴》记录了孤城从20世纪80年
代后期到当下的前后30余年间所历的山水风光
和尘世风景。诗中，他以一个不断行旅、不断思索
与感悟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表达了他的情绪情
感和对大地、人生的体悟与审美发现。

《山水宴》里的作品编排并不依据创作时间
的先后顺序，而是相互打乱。这样，创作于不同
人生阶段的作品，风格上往往略显差异。比如早
年写于故乡的作品偏重古典婉约，中年写于旅
途辗转中的作品偏重沉郁苍茫，因此初读《山水
宴》，我常常产生“深一脚浅一脚”的错落美感。
可以说，读《山水宴》像是踩着钢琴的黑白键来
阅读。

对于熟悉孤城诗歌创作历程的读者，或是在
《山水宴》里依据创作的时间顺序重新捋清其诗
作并细加阅读，就会发现孤城30余年来的诗歌
创作基本呈现出四种风貌，据此我们可以试着将
其创作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显示出孤
城诗歌创作的四重境界。

孤城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是1989年—2004
年前后，这期间，孤城的诗歌语言丰润、清澈、轻
灵，句式长短较为匀称，文字有南方雨季水分充
沛的水润淋漓之感。如写于2003年的《春天，皖
南一带》：“故乡一身湿漉，被草编的阳光/从雪地
深处一再认领。新绿，正一寸寸从草根向上攀/坡
上的羊群，等待被滋润。月光，笃定被静的雪悄然
转租。/水聚拢的，新垦土捧出的/蛙鸣，一盏盏点
亮乡村”。此外还有《那些草们》《雪盛满桃花的杯
盏》《花蕾一层层打开春天》等诗作，这些诗歌语
言汁液饱满，意象古典，呈现出古老的农耕文明
的风景。

第二阶段主要是2005年—2011年前后，其
间诗歌语言偏重于冷峭，用字极为简省，句式长
短不齐且有强烈反差，语言跳跃性、情绪和情感
的爆发力极强，长短句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陡
峭、孤绝，造成一种紧张感。这一风格也暗合着孤
城此时的生活、精神以及情感状貌，彼时他从安
逸的国企辞职出来，开公司、做生意，一边生活一
边创作，一边做企业一边进行诗意的思考，他在
这两种有跨度的生活和生存状态里不断切换，内
心自有颠簸，此时他的诗歌时常激荡着一种沉郁
和忿气。诗歌是心灵的呼吸，此阶段的诗歌映照
着诗人内心的陡峭不平，从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一
种撕裂之痛，一种在沙哑叫嚣着的痛。

第三阶段是2012年—2014年前后，其间他

的诗歌仿佛又回到草木葱茏的平原地带生长，
《叙述》《西河书》《湖居》等作品恬淡、安静，有浅
浅的自适。这个阶段在孤城的整个诗歌创作历程
中，算是比较短暂的一段时期，此时他的诗歌吸
收了一些散文化的笔调，句式较长，且长短较为
匀称，表达上极有叙述的耐心，气息平和，呼吸平
稳，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的松弛和舒缓。对应孤
城的生活经历，此间诗歌的风格形成自有其缘
由。这段时间，孤城事业发展进入春风和顺的阶
段，他也将自己的小家从谋生的县城迁居到烟波
淡淡的巢湖边，他的生活与八百里湖光相连接，
在与湖相对的寂静光阴里将那些忿和痛一一抹
平，他与生活、与自己达成和谐。其间他过得平
静，活得相对轻盈，生活有一种雨后空气般的纯
朴与清甜；同时，在文学上，这段时间他与诗友们
一起行走山水，足迹遍及江南江北，诗里诗外，孤
城的脚步可谓信步悠然。

第四阶段是2018年前后到现在，这一阶段
的诗歌语言在句式和用语上综合了前几个阶段
的特点，情感深厚沉潜，诗境平阔。这一阶段里，
孤城的山水行旅之作特别多，那些写于不同纬度
和经度、写于不同海拔之处的诗歌，意象繁复，既
描绘出途中风光，也流露了诗人的旅途之倦和乡
愁之思，但情感往往都是在貌似波澜不惊的叙述
下抵达深邃。《在和平寺晒太阳》一诗，读来令人
动容。“台阶上，钟声与缭绕紫烟/各自飘散，/各
自有不事表述的孤行。/像门环拴不住刹那和永
恒之闪念，在内心/踏空的光瀑。/那一刻，阳光在
和平寺。/只是因为那一刻，驻足者不在别处”。这
首诗虽然写行旅中的孤独，但这孤独被诗人安置
在和平寺的阳光下，被禅寺和阳光包容，于是孤
独里有了一种澄静与圆融，甚至是一种慈悲。雪
是孤城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大自然的世界
里，雪下着下着，世界就安静了。这安静里有深
邃，有沉潜，有辽阔。

纵观《山水宴》，凝望孤城诗歌创作的四个阶
段，可以用水来比喻：第一阶段，青年期（20岁—
35岁上下），其诗是春天江南的山中溪水，明亮、
婉约、轻灵；第二阶段，后青年期（36岁—42岁上
下），其诗是江水出峡，于困顿中寻求突围，情绪
湍急，语言惊涛拍岸；第三阶段，青年向中年的过
渡期（43岁—45岁上下），其诗是潭水，恬静、随
喜；第四阶段，中年期（47岁上下到现在），其诗
是大江大河走到平阔的中下游，河谷开阔，平静
的波纹里倒映着两岸嵯峨的山影，此时诗歌虽然

文字孤寂瘦挺，但情感静水流深，情绪有大河入
海的笃定，气象阔大。

这四个阶段不是截然割裂的，也不是各自
孤峰耸峙互不关联，四种风格在其创作的各个
阶段存在相互杂糅和融合衔接的现象。比如写
于 2009 年的《剩下来的时光，我打算这样度
过》，虽然属于第二阶段的作品，但是其中的闲
适情调和散文化笔调却和第三阶段中的许多诗
作一致，或者说这首诗的创作已经为第三阶段
的诗歌调性暗地作了铺垫。同样，写于2014年
的《供词》却并不显示第三阶段的主体风格，反
而延续了第二阶段的语言冷峭，“一江出鞘——
冷光——伸向地平线/有时/干脆架到落日的脖
子上/我们半零落”。

总的来说，孤城诗歌除了在其创作的不同阶
段呈现出风格差异外，其诗作还鲜明地体现出一
脉贯穿的风格特点与美学特征：一、用情极深。四
个阶段中，情感的隐现处理有变化，整体上呈现
出情感越来越沉潜，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大象无
形。二、用字极省。诗歌创作中，孤城狠心剔除掉
语词之间的冗杂，去呈现语言的“骨头”。这种“骨
白如雪”的语言，使得诗歌的张力大大增强。如他
特别为人称道的《养鱼经》：“一条鱼孤单/两条鱼
乏味/三条鱼/刚好/救活一缸水”。全诗五行三
节，共21个字。阅读中，读者可以从中生发出各
种对人生、社会、历史、人性的理解。三、意象丰
富。孤城笔下几乎没有什么物象不可以入诗，草、
阁楼、铁匠铺、冰瀑、亮瓦、尘埃、蚂蚁、鱼缸……
再寻常的物象，孤城都能发现哲思之光，或者从
中寄寓人间复杂难解的情意。在孤城的眼里，万
物里皆有“我”，这个“我”是诗人，也是众生。四、
讲究炼字。中国古典诗歌特别讲究炼字，许多时
候往往是一个字点睛救活一首诗，孤城的诗歌从
古典出发，经过四个阶段的不断生长，始终特别
注意炼字。《山水宴》里的第一首诗是《铁匠铺》，

“人世如淬”，孤城将这首诗作为诗集的开篇之
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用字用词使的正是

“淬”的诗歌手艺。
《山水宴》是孤城的第二本诗集，他将山水诗

从故乡写到远方、从青年写到中年、从大地上的
自然山水，写到内心那些层层叠叠的地貌。他在
广大的世界里行走，在描绘山水的文字里让自己
退得更小、更隐秘、更沉默，我们从中看到了大地
苍茫平阔。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如果以茶对人进行分类，那
么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喝茶
的人与不喝茶的人。无论是喝茶
的人多，还是不喝茶的人多，我们
都不能否认喝茶已经成为一种较
为普遍的现代生活方式。选择了
吃茶看花，是否就等于选择了一
种确定的生活态度？《不如吃茶看
花》做的正是这样有益且有为的
事。周华诚以自己多年来的吃
茶、访茶经验，串联起与茶有关的
种种生命记忆，于平静或幽默的
讲述中，在茶与生活之间建起一
座隐性的心灵之桥。阅读这本
书，好似濯足振衣过桥去，在吃茶
看花之间，寻找一种生活的启示。

《不如吃茶看花》是一本很好
读的散文集，同时也是一本讲述
生活意义的书。如果一本书对生
活越有启发意义，对读者越有心
灵触动，那么它的价值就会越高，
这是我对当下文学作品的一个基
本判断。从这点看，《不如吃茶看
花》贴切地体现了这点。周华诚
的散文一向以内容见长，这已经
内化为其散文不可分割的品质，
就像铁之于铁器，在《不如吃茶看花》中则凸显
为一种对基本生活方向的选择、确证与建构，
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认知与智性力量。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无非是写自己，写别
人其实也还是写自己，只不过后者是借用了他
人生活中经历的人与事，目的仍然是写出作者
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和判断。在周华诚看来，散
文是“把你的名字，你的生活，一并嵌入文章里
头，不可分割，构成了文章的信息量，使人读
了，仿佛在读作者这个人”。于他而言，散文写
作即全部生活，写作的意义是为了呈现生活本
应如此的启示。

对于《不如吃茶看花》，很多读者的注意力
可能会被“吃茶看花”所象征的轻逸、闲适、唯
美生活所吸引，而忽视了“不如”两字的意义。
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在这两字中所放弃的事
物，与“吃茶看花”形成对立与冲突，事实上构
成了本书的隐性深度。在闪闪发光的山巅之
上，“吃茶看花”是作者转身以行动、以智慧爬
出深谷、拨开迷雾之后的生活形象。所以，“吃
茶看花”并非轻而易举，亦非生活本就如此，它
实际上是作者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与创建，看似
毫不费力，实则力挽千钧，貌似退而求其次，实
为决绝转身、另辟蹊径。

周华诚转身进入以“吃茶看花”为象征的
东方美学生活，展现出一种积极奔走、辛勤劳
作基础上坚定从容、与世圆融的生活态度。“吃

茶看花”所象征的是重新把自己视作有心灵、
有信仰、有感情、有味蕾的“个人”，一个自由且
具有审美权利与能力的人，然后重塑生活。所
谓接续东方美学生活传统，正是在当代生活里
重建宝贵的“个人化”。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发现《不如吃
茶看花》所具备的认知力量和对生活的启示
意义，才能认清该书的轻与重、浅与深。它的
确轻盈、绚丽如一管鸟羽，平静清澈如一面湖
水，但那轻盈来自于一只飞行中的铁质大鸟，
平静来自于一种可畏可敬的精神深度。由
此，它展示了周华诚散文写作中一种值得瞩
目的新取向。

作为读者，我特别喜欢书中摘录的一首宋
诗：“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
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这是北宋诗人
黄庭坚写给苏轼的《双井茶送子瞻》。诗人以
故乡新采的双井茶，远赠失意落魄的黄州友
人，希望一叶新茶和它所承载的拳拳心意，能
修复友人被生活所损害的心灵，从而忘却烦
忧，慨然远赴一帆之外的五湖之春。我相信，
《不如吃茶看花》也正是作者送给所有同时代
人的一味新茶。其间心意，作者在序言之中已
然表明：“吃茶之美，在其忧伤。”而“要好好饮
茶，才对得起这一天一天。”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文学院签
约作家）

在广大世界，看到苍茫平阔
——孤城的《山水宴》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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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圳非虚构写作十年”：
日前日前，，20232023深圳文艺评论年会以深圳文艺评论年会以““讲述深圳故事的讲述深圳故事的NN种方式种方式””为主题为主题，，

举办了举办了““以深圳非虚构写作十年为中心以深圳非虚构写作十年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作为作为20232023深圳市优深圳市优

秀文艺作品宣传推广工程系列活动之一秀文艺作品宣传推广工程系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主办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主办，，

深圳市评协深圳市评协、、作协承办作协承办。。与会者围绕深圳涌现出的相关非虚构优秀作品与会者围绕深圳涌现出的相关非虚构优秀作品，，

分析非虚构深圳写作的路径分析非虚构深圳写作的路径、、方法方法、、特色特色，，并以并以““深圳十大佳著深圳十大佳著””获奖作品获奖作品

为例为例，，总结研究深圳总结研究深圳1010年来非虚构写作的成就年来非虚构写作的成就。。 ———编—编 者者

《不如吃茶看花》，周华诚著，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

讲述深圳故事的讲述深圳故事的NN种方式种方式
□□文文 毅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