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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关 注

新时代散文的勃勃生机
□刘笑伟

在文学期刊众多、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

每年在报纸杂志、网络平台上刊发的文学作品

汗牛充栋，如何做到“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为

喜爱文学的读者集中呈现优秀作品，是一件虽

然困难，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从这

个意义上讲，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发起遴选

的《年度散文50篇》，对于新时代散文的创作、

推介功莫大焉。

《年度散文 50 篇（2023）》充分展示了

2023年度中国散文的总体风貌，书中既有散

文名家“宝刀不老”的精品，也有青年作者“雏

凤清于老凤声”的佳作。这些作品引领着散文

创作的走向，也展现出新时代散文创作的突破

与思考。可以看出，过去的一年里，散文作家的

视野更加宏阔，创作出的作品广度亦得到不断

拓展。其中选出的50篇散文佳作，既有对现实

生活的直面书写，也有对历史题材的深度挖

掘；既有个人情感与经历的深度体验，也有对

自然风景与生态文明的生动描述；既有鲜活生

动的新时代人物群像，也有个人内心与灵魂的

细微感悟。正如评审委员会主任陈建功所言：

“2023年一年，散文创作的收获是丰硕的。数量

就不用说了，就创作质量而言，题材之缤纷、角

度之新颖、情感之丰沛、语言之曼妙，实在是令

人欣喜。”

《梦回塞上》中，梁衡通过生动的叙述，让

我们领略到凌汛开河的惊心动魄、在物资极端

匮乏的年代包饺子的酣畅淋漓，以及第一次感

知春的味道后写出小诗的莫名激动。深沉的记

忆中，流淌出的是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由

此可见，对于一位散文作家而言，扎根生活有

多深，就会有多么丰富的素材；提炼生活的力

度有多大，作品就会有多么丰富多彩的色泽。

一次云南之行的采风，让徐剑收获了《记忆像

米轨一样长》。在西南联大旧址，徐剑看到了

“一张褪色发黄的入学登记表，镶着一双如云

南天空一样明亮的眼睛”，他就是郭永怀，与钱

学森同出一个师门，1954年毅然回到祖国后，

参与导弹原子弹试验事业。一次飞机失事，他

与警卫员抱在一起，牺牲时还不忘保护原子弹

的绝密文件。英雄已随烟云远去，但英雄的精

神依然穿越时空，成为激荡人心的永恒旋律。

历史永远是文学的富矿，深入进去，总会发掘

出时代精神与永恒的价值。安然的《万鸟岭

上》、兴安的《在普者黑看见一匹马》等作品，让

人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能从动物身

上看见人的精神光芒。凌仕江的《微尘大地》在

对细致事物的描写中，拓展了对藏地生活的倾

情书写。

散文贵真，这个“真”字既包括了散文取材

的“非虚构”特色，也应该包括作者的情感之

“真”与写作之“真”，亦即书写的是真情实感，

在凸显“我”之色彩中尽量做到客观描述。谢冕

教授的散文创作历来以“真”见长。他在《觅食

记》中表现的一位“吃货”的生活情趣令人难忘，

但更为可贵的是，他表现出了美食背后人间最

真挚的情义。《登楼记》记述了作者在晨练中意

外摔倒，历经手术、康复、重新学步的艰难过程。

这篇散文表现出面对人生的磨难，作者乐观向

上的态度，以及永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精神。对

于散文创作而言，只有真性情方能写出大境界。

彭程的《亲爱的乔乔》是一位父亲为患绝症离世

的女儿写下的深情而哀伤的挽歌，无言的伤痛

感人至深，深沉的父爱力透纸背。杜卫东的《我

寄愁心与明月》写的是师生之情，马小起的《独

留明月照江南》写的是父子之情，深情的文字令

人阅读之后，仍能感受到纸短情长的余韵。

由感觉产生感受，是散文写作的前提。刘

琼的《南京，南京》从童年记忆中的“南京小红花

儿童服装厂”这一行字写起，再写到“第一次长

途远行，从南京浦口站出发远赴兰州读书”的深

切感受。其实，这些都是作者的情感铺垫。直到

凌晨的南京城里，“路边的早点铺已经支起来两

三家，馄饨、面条、五香蛋以及油锅里现炸的油

条、糍粑”，对南京才有了真切的感受。于是，就有

了“南京既是远方，又近在眼前”的感受，也有了

“走过去，回头看，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必然存

在”的人生感悟。

散文之美，除了有诗情画意、人生哲思等，还

在于有意趣。江子的《一件袍子》从一位同事爱穿

袍子写起，再写到袍子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再

写到袍子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再写到身

着袍子的近代仁人志士的群像……之后，作者才

进入正题，说道“一件蓝色的棉袍”，“它才是我这

篇文章的主角”。由此写到穿袍子的演员，写到演

员所扮演的角色。江子的叙述看似柔软，却给了

读者内心重重的一击。袍子是道具、是文化，更是

活生生的人。“我配穿上这样一件袍子吗？——我

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样一件袍子，随时准备成

为这样一件袍子中的人？”这是作者的心灵独白，

亦是时代之问。弋舟的《这埋葬一切正经与不正

经的大墓》从考古发现出发，深入到历史的细部

寻找、发现，把历史的沉浮与人生的起伏交织在

一起，让人感受到叙述的别样乐趣。这或许是一

个小说家对散文达意方法的贡献。

选本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

上讲，也是文学评论的重要形式。选什么题材、

什么风格的作品，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倡导，对

于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引导性作用。从这个选

本中，我们可见编选者大浪淘沙的学术襟抱与

严谨态度，可见过去一年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

与艺术追求，以及新时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与光

明前景。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院长）

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黔村行记》（《求是》2024年第 1

期）、《天堑变通途》（《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风景这边

独好》（《山花》2023 年第 11 期）、《高原醒了》（《中国作家》

2023年第 11期）是通过文学纪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力作，

作品充盈文化自信与史学哲思，是纪录山乡巨变“论文”中

的优秀篇章。四部作品都将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历

史成就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反复比较，让历史为现实作

注，充满比较之思、辩证之法和哲理意义。

作者在黔中历史的最远处开始注目扫描，远自春秋属

楚以降，中至盛唐“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去国愁夜

郎，投身穷荒谷”，下至明代奢香夫人“开辟驿道，以供往

来”的筚路蓝缕，王阳明的感叹“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

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直至当今外界“天无三日晴”“地无

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概括。历史和现实在改革开放伟

大进程中交汇，并在十八大后发出澎拜交响：“雄踞崇山峻

岭中的一座座桥梁，实现悬索、斜拉、拱式、梁式类型全覆

盖，成为当代桥梁的百科全书，创造了数十个‘世界第一’，

赢得了‘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的美誉。世界

高桥前一百名中有近一半在贵州、前十名中有四座在贵

州，桥梁已成为贵州与世界对话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和最

具自信的独特文化符号。”作者的自豪感来自抚今追昔的

历史自觉和当下宏阔世界视野下的制度自信。

乡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变成现实的最重要的地方。通读欧阳黔森的

四部近作，总是能感受到作品中喷射出耀眼的火光和金石之声，甚至能感觉出一种

直堪喷泪的悲壮：从瑶山村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到现在的现代化生活，“经历了七

次搬迁，可谓千年之变，这一变，彻底撕掉了瑶山绝对贫困的标签”。可这场战斗凝聚

了多少驻村第一书记、攻坚队长、驻村干部、网格管理员的心血啊！人民是第一英雄，

“（瑶山）村里2021年公益岗位有二百四十五人，其中护林员一百九十一人，年工资一

万元，扶贫援助岗五十四人，年工资四千八百元。2021年外出和本地务工的本村村民

有一千零五十人，其中省外务工二百七十六人，省内县外务工九人，县内乡外五十六

人，乡内务工七百零九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是让整个民族脱离贫困获得幸

福，这就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历史任务的内在逻辑。当然，这场伟大变革绝不是锦

绣文章汇聚的浪漫洪流，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先锋队的带领下，为了摆脱贫困用血

肉之躯换来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派出了300多万扶贫干部，近1000名干

部牺牲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线上。贵州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变革再一次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深刻论断的史学意蕴。欧阳黔森作品的

真实感是他用双脚丈量出来的。曾作为地质队员的他，走遍了作品中提及的脚尧

村、瑶山村、花江大峡谷等地，文中获得的近千个数据，都源于对黔中大地深沉的

爱：“每次站在群山之巅，极目眼前的千山万壑，总想放开喉咙吆喝个痛快，当一

声声吆喝在起伏的连山中激荡出一阵阵嘹亮的旋律时，这样的嘹亮，就成了我再

次攀登的号角。”

《天堑变通途》等四部作品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文艺家在创作生态题材作品时应

当具有清醒的辩证法。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在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总是那么的自信甚至自负。可以说，长期以

来，人类在认识生态环境时，似乎以主宰者的身份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甚至忘记

了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人类在积累生存

经验时逐渐发现，原来我们对待自己生存的环境过于贪婪甚至残酷，大自然也以同

样的残酷力量反噬人类，一句话，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乎，人们在

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似乎又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端走向了顺从自

然的另一端。一些生态题材作品，在展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充满无力感。欧阳黔森

的四部近作和他以往的小说《绝地逢生》等作品一样，展现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时人的敏锐性和力量感：“花江两岸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两

岸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石头的王国’，很少见到泥土，更没有茂密的森林。对于

旅游观光者而言，这是一道风景，而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这种石漠化土地上的生

存条件却是很艰难的。贞丰人硬是在这种被认为‘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

创造了一个奇迹——发展生态农业，种植十万亩花椒，将石漠变成绿洲，彻底改变

了生存环境。”可以说，“为何而‘绝’，因何而‘生’”，欧阳黔森的作品辩证回答了人

类应如何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一系列作品也就具有了人类学的哲

理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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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中国作家》《》《长城长城》《》《雨花雨花》《》《四川文学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山东文学》：》：

在在““反常反常””中重新认识自己中重新认识自己
□王晓梦 李静文

文学与时代生活之间存在某种默契的约定，文学

总是一叶知秋式地呈现着时代生活的剪影。任何时

代的影像都是复杂的、立体的，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恰

以简约而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侧面，及时反

映现实生活中的常与变，展示了丰富的人生样本，为

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留影。2024年伊始，《中国作

家》《长城》《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

陆续推出一批中短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生活底蕴浓

厚、故事丰盈，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从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当前小说写作的新动向和新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瞥见了日

常生活中的“反常”之处，察觉到现代人在稳健的生活

秩序下正滋生出某种斜逸而出的冲动，并预感到这种

看似悄无声息的“反常”即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平

常。作家们热衷于以日常生活中非典型事件或细节

为切口来展开小说情景，讲述现代人如何在风平浪静

的生活表象中“猛然听见自己体内的暴风雪”。我们

看到，小说人物纷纷对妥当的现状升起了莫名的疑

心，在常规的日程、平静的事态之中，他们毫无征兆地

跌进了某种一反既往的心境里——坐轮椅的老人甘

愿以“求爱者”的姿态对待一条狗（张鲁镭《老人与

狗》），已婚的男人为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姑娘送上108

首原创诗篇（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几经周折考入

所爱专业的文学博士面对着空白文档惊觉自己早已

淡忘曾经的学术梦想（丁小龙《众妙之门》），临近退休

的父亲毅然辞职后在一次岩洞探险中失联（陈炜《带

你回家》），因疫情失业的青年投宿在郊野公园却意外

邂逅了一段莫名的爱恋（陈武《月光》）……小说人物

这些看似出格的举动背后，实则是蛰伏在现代人内心

深处的某种与社会秩序相脱轨的、不可言说的愿望。

而由这些“反常的一瞬”的迸发牵连出的则是一连串

长期被遏抑在意识冰面之下的“自性”的频繁浮现。

在严丝合缝的生活节奏和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

里，小说人物却一反常态地涌现出突如其来的感慨、

莫名高涨的情绪、超乎寻常的激奋与冲动，又或者表

现出某种逾越理性的逃避、陡然直下的颓唐、平白无

故的不甘与郁结。如李小坪的中篇小说《相见欢》

（《四川文学》2024年第2期）写教授之子赵明溪和穷

苦出身的女子陈静婷之间殊途同归的叛逆与追求。

赵明溪毕业后拒绝留在高校，铁了心要和父母过不一

样的人生。疫情的爆发使他面临着“断炊”的可能，然

而即使精神失意、经济困窘，他却从未向父母言及。

追溯这种反常的倔强和自尊背后的成因，是年幼的他

在父亲的咆哮和打压式教育中所遗留下的恐惧和耿

耿于怀。陈静婷是山区里的穷姑娘，初中毕业就面临

辍学早嫁的危机，她历经辛苦借债读书、扭转命运，来

到文化馆当临时工后却对混日子的生活深表怀疑，于

是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拂袖辞职，离开了体面的岗

位，在城市街角开起了一家收入甚微的书屋，投入到

另一种诗意的颠沛中去。《相见欢》中的男女主人公过

着天差地别的人生，却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拒收命运

中那些包装精美的机遇和顺境，因为对于两个追求无

拘与自由的人来说，被设计好的人生路线只是一种假

扮成礼物的重担。

王祥夫的短篇《糖醋里脊》（《山东文学》2024年

第1期）以隐秘而细致的笔触讲述了一则异乎寻常的

青春期故事。热爱溪边垂钓的男孩旁观着父母的争

吵，在母亲离家出走之际，他似乎格外关心起她的裙

摆。注视着瘫痪在床的祖母，他听见自己凑在她耳边

重复着诅咒的话语。这个男孩似乎从水深火热的家

庭争端中抽离出来，而他潮湿悸动的心事像是刚钓上

岸就被黑猫拖进床底的那条鱼。邵风华的短篇《坦克

与爱情诗》(《雨花》2024年第2期）记录了曾经发誓要

共同碾碎荒诞现实的“三辆文学坦克”的日渐疲惫与

失联。“我”发现并默许了妻子的外遇，高超为保住编

辑工作加班加点，而他们之中最具豪情与诗情的鹿

平，曾满怀激情为陌生女孩写下一部诗集，而今也已

销声匿迹，“他毅然走进了一片迷雾之中，再也没有回

来——他变成了迷雾的一部分，连自己也不能触摸到

自己”。（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普遍显露出了一种游离的、边

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看似荒唐无稽、不走寻常路，使

人猜不透那背后的真实动机。实际上，小说人物正深

陷精神的困局：在丰盛错杂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他们

感到一种“始终悬浮在空中，无法脚踩大地”的抽离

感，这种混沌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人物灵魂难安现状

的骚动。一种反常的隐衷正召唤着他们踏上自我探

索的道路，一边背负着俗世的规约，一边跌跌撞撞地

在心灵世界里寻找出口，直到有一天，他们在那些搭

错筋似的、不应有的想法中瞥见了被长久遮蔽的关于

自我的深渊。如果生活总是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那

么我们极有可能会对自己被裹挟的真相习焉不察，反

常的魅力就在于它如同一颗掷向湖心的石子，让原本

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反常牵引着人物做出意料之

外的抉择，从而闯出了一片“秩序之外的园地”，人们

在这方域外的乾坤里重逢世界、邂逅自己，那些本已

停滞的故事、早已搁浅的往昔再次抽枝发芽，这也让

小说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叙事张力。

在作家们的笔下，“反常”已经逐渐渗透到整个现

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规范之中，婚姻生活、家庭伦

理、社会道德、个人成长、人际相处等看似稳固的关系

和机制中，都隐隐嗅到了反常的气息。《外婆的海》（蒋

一谈）、《清风徐来》（弋铧）、《我的学生赵章来》（陈

然）、《风热》（李国彬）、《不可能的任务》（黄平）、《公交

站台》（陈武）等几部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新冠

疫情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人们一方面渴望与世界发

生联结，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客观上将奔忙的上班

族从所谓的事业中解救出来，人物时不时也期待着一

段如同张爱玲笔下的电车男女似的邂逅——一段常

规叙事之外的佳话。已经站在人生中途的男人流露

出的迷茫和惶惑比其年少时有增无减，庸碌了大半生

的小人物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悄然失踪，曾将幼女寄送

他人的父亲在一场车祸后踏上了寻女的列车，常年北

漂的女人拉着一只皮箱回到渔船上捕虾，女白领义无

反顾地爱上了小她9岁的男同事，戏剧名校毕业的男

子乔装成拾荒的老头驻扎在沼泽边缘……在这个信

息过剩而想象力渐趋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

同化，忘记了排斥与拒绝。现代人热衷逻辑分析，执

迷因果关系，急于寻求认同与安全感，因此无心去领

会尘封在心底的感性景观，无暇理会反常的念头或场

面，甚至将其视为麻烦。而在“反常”的召唤之下，人

们终于拨开遮蔽，发展出了曾不被允许的个性，见到

了那个素未谋面的自己。

反常召唤着小说人物倾吐出那些“再憋下去就会

发霉的心事”，将那些再等下去就会遗忘的梦想一一

付诸实践；反常告诫人们“所谓的大多数人走的路，有

时候是个骗局”，所以接纳自己的失控，容许生命中的

意外，让故事发生。“反常”是一场以生活为基调的变

奏，因此它是有度的；它看似制造谜团，实则通往真

相，它通过引起灵魂失重让我们得以暂离一地鸡毛的

地面去俯看日常经验、拨正错位的心灵。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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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云的长篇报告文

学《“海牛”号》从时代全局

出发，以国之重器“海牛”号

海洋钻机系统研制应用为

题材，讲述了以强国建设为

己任的“海牛”号首席科学

家万步炎及其团队成员的

事迹。作品既写出了“海牛”

号的技术深度，更呈现了

“海牛人”的精神高度。

报告文学的写作，尤其

时代主题的报告文学写作，

作者要善于从广袤的现实

存在中寻找鲜活特异并具

有重大时代意义的题材，以

具有叙事新形制的新质创

作，实现报告文学的高质量

发展。可以说，张雪云的

《“海牛”号》就是一部具有

新质要素的优秀作品。“海

牛”之“牛”首先在于海。地

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蓝色

是海洋之色。海洋不仅是人

类的摇篮和故乡，还是人类

未来重要的希望所在，更处

在今天强国建设的前沿

位置。作者从海洋与人类的

关系、海洋资源的丰富蕴

藏、全球经济体海洋发展战

略趋势等广角的视镜中，观

照透视“海牛”号具有的重

大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

海洋的意义决定着“海牛”

号的意义。“海牛”之“牛”还在于它关联着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向海图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议题。正是由于作者注意将具体微观的物事

置于宏阔的背景中叙写，所以读者从作品中不仅

能够获得许多新的知识信息，更可以深刻地领会

“海牛”号谓之大国重器的核心价值。

《“海牛”号》是一部专业性突出的报告文学。

专业性写作会增加创作的难度，但与此相生的是

其写作的新价值。“海牛”是一种用于海洋钻探取

样的机械装置，作者通过访谈请教科学家、研发人

员和大量的专业性阅读，使自己得以“入行”，帮助

读者获取“海牛”以及相关设备的系统性信息，包

括海底钻机的基本结构、物性功能、技术难点以及

各国研制的历史与进展等，尤其对“海牛”号研制

的全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述。由此，《“海牛”号》

建构了一部关于“海牛”号的专门史叙事，为作品

整体价值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自然，《“海牛”号》不仅是关于大国重器的专

业报告，更是对创造这一重器的“海牛人”精彩传

奇的记录。被誉为“深海神兽”的“海牛II号”，能够

在海洋深底下钻231米，而且具备保压取芯的功

能。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科技

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海牛”创造的海

底下钻的世界记录，彰显出了中国争先的力量，而

它的深度正好映照出中国“海牛人”的精神高度。

作品通过“海牛”号和“海牛人”的复合叙事，以

“海牛人”的故事作为叙事的重点，从而生成了物

与人兼得的丰富而厚实的报告。《“海牛”号》人物

叙事的中心是“海牛之父”万步炎。万步炎是“时

代楷模”，获得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的光荣称

号。“‘国家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这是写在‘海牛’楼里的一句话，也是他和团

队的精神坐标。”“精神坐标”的指认充分说明作

者对作品中人物精神特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在

作品中，“牛”与人实现了精神的高度联通，勇武

坚韧、负重奋进的“牛精神”，正是“海牛人”能成

大事的精神的生动写照。万步炎有开启人生之路

的三把钥匙：“忠诚与热爱，独立与创新，坚守与

坚持。”作者通过一次次挫折与突破的递进性细

写，揭示出万步炎朴实高尚的精神品格及其事业

成功的关键密码。作品对万步炎形象的再现是多

维立体的，工作中的他执着严谨，生活中的他不

乏情趣甚至浪漫。作品对“海牛”团队的叙写用笔

不少，这些笔墨既是对万步炎为人处事的侧写，也

呈现了他们共克艰难、相互成就的团队精神。

张雪云的《“海牛”号》与流行的报告文学制式

有着明显的不同，既不是新闻报道感突出的报告，

也不是小说化色彩鲜明的非虚构，而是一种颇多

散文笔调的写作。作品的书写调和了客观性的叙

述和主观性的描写，兼具了纪实性、抒情性和写意

性。这样的写法自然与其散文家的底色相关，而在

《“海牛”号》中散文化的描写与作品的内容刚好适

配，新质报告文学的写作应该追求这样的与题材

相适合的取新形式。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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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体内的暴风雪己体内的暴风雪””

《
年
度
散
文50

篇
（2023

）
》
，陈
建
功
主
编
，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202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