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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现、总结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智慧与青年力量，首先

要梳理新时代文学中青年写作所呈现的“新质”。正是这些区

别于此前文学的“新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或可成为青年写

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起到突破与引领、反思与重构作用的决

定性因素。

对这一文学“新质”的认知，前提是要对新时代青年写作进

行大量文本阅读与整体特征提炼。看似零散状态下的青年写

作，仍然具有可被汇总、可被分类研究的可能。在此仅以“创新

的文学”与“守成的文学”为类，阐释其呈现的“新质”。新时代

以来，青年写作所具有的创新性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观念与规

约。其典型特征可概括为“世界性”和“交互性”。

所谓“世界性”，一方面指在写作题材内容方面，空间地理

意义上的世界进入文本，成为一种不足为奇的普遍现象，这是

全球化进程加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指在思想维度

与审美维度方面，世界成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态度，

甚至习惯。这是新时代文学中青年写作值得关注与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向。以徐则臣为例，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域外故

事集：玛雅人面具》汇总了他十多年来域外经验书写的中篇小

说，可以说是具有明显“世界性”特征的文学文本。向前回溯至

1909年，鲁迅在不到30岁的青年时期也出版了一部《域外小说

集》，尽管这不是一部自主创作的作品集，只是一部译作集，但

其具有的样本意义同样明显。鲁迅在出版这部译作集时明确

表示，他要“标举弱小民族文学”，这显示出当时中国与这些弱

小民族所同处的被压迫、被殖民的社会状态。鲁迅以青年写作

者的身份，以笔为枪，自觉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新民主主义运动

中，彰显出文学写作的社会功用。再来看新时代的青年写作，

呈现出一种此前未有的自信与自省状态，即平视世界的观察视

角，融入世界的自信心态，从世界反观自身、反省自身的思辨状

态，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写作状态。从百年间的巨变重新审看

百年前与百年后的文学样本，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新时代青年

写作的“世界性”新质，其成因、特征、趋势、影响，或可成为当下

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青年写作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也有待青年批

评者们展开探讨。

所谓“交互性”，包括“人人交互”，也包括“人机交互”，呈现

的是在科技时代，技术等“有形”手段参与到思维与审美创造等

“无形”领域的一种普遍状态。“人人交互”比较明显的表征，是

读者参与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改写、再造过程，这一点在网络文

学写作领域呈现较明显；文学文本与影视、游戏等的跨界互动，

是“人人交互”的另一种表征。“人机交互”在当下最明显的就是

AI人工智能对传统文学写作的介入、影响，甚至可能是颠覆。

这一问题的发展走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新时代以来，青年写作所具有的“守成性”或许被忽视了，

这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青年所特有的破坏性与叛

逆性质素，令其很难和“保守”“传统”产生联系，但我认为恰恰

是潜隐在“破坏”与“叛逆”表象下对传统的守成，才成就了、确

保了青年写作能在文学史链条中站稳脚跟，并在旧的土壤中萌生出新气象。对于这种青

年写作中的“守成性”，其典型特征可概括为“承继性”和“反思性”。

所谓“承继性”，可以从青年的创作资源谈起，这其中既包括生活题材内容资源，更包

括思想理论资源和创作技术资源。观察新时代青年写作可以发现一种趋向，即对传统思

想理论资源与创作技术资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借鉴参考。这种对传统的再度关注与借鉴

的深层原因，我理解为青年写作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耗后，单靠激情式青春书写，以及

回忆式题材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有力量的、有厚度的、有思想的文学写作，青年写作者们需

要退回传统、退回旧有的也是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里去寻找再出发的力量，验

证自身的当下写作，在回望中借鉴、在对比中重拾信心和勇气。我想这也是莫言在先锋文

学出道并趋于稳定后忽然宣布要“大踏步后退”的主要原因所在。《檀香刑》标志着莫言“后

退”的开始，这部小说2001年出版时，莫言46岁，他以决绝的勇气开拓着向传统回归的新

维度。同理，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作家们也正以可见或潜隐的方式，进行着对传统、对古

典、对既有的理论与技法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传统的一种“承继性”

表征。

“反思性”是与“承继性”相辅相成的。承继是批判性的承接与选择性的沿用，这里面

必然需要反思前代既有的思想遗产与审美惯性。新时代青年写作者面对传统的选择与扬

弃，是以他们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标尺，自然会在新的条件下有

取有舍。被舍弃的不再有活力，而被留下的将是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质素，在经过提炼、

融入后，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具有“反思性”的青年写作者必然会因其对传统的辩证吸纳、

厚积薄发而变得更加具有力量，其文学生命也将更加持久。

在新时代文学的青年写作研究中，对“创新的文学”的关注已有颇多成果，但对“守成

的文学”这一“新质”的发现与追踪研究尚待开启。

（作者系《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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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青年写作的责任和可能
□李德南

“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

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对亿万青年的寄

语，承载了无限期许。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未来的文学，希望在于青年。

在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为繁荣青年文学创作，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我们特开设

笔谈专栏，聚焦青年写作的现状与未来，探讨青年写作如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本期刊发李德南《当下青年写作的责

任和可能》、李桂玲的《“创新的文学”与“守成的文学”》两篇文章。李德南的文章提出，要在历史的、世界的立场，在新

媒体和新语境中重新思考青年文学创作。李桂玲认为，在新时代文学的青年写作研究中，对“创新的文学”的关注已

有颇多成果，但对“守成的文学”这一“新质”的发现与追踪研究尚待开启。

——编 者

近年来，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青年写作应

该有怎样的文学抱负和责任意识，以及有怎样的

可能，我还没获得很清晰确定的答案。身为青年

的一员，我又深知，面对问题应尽一己之力去探

寻，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给出完善的答案。因

此，我尝试自问自答，抛砖引玉，期待引发形式不

一的共鸣与回响。譬如精妙的启发，或是反对的

声音。

一

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

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地方出发的写

作，最终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

作，最终也需要落实到地方，借此获得写

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异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首先需要有历史的纵

深视野，也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看当下。身处

不同的时代，每一代人要完成的任务，要承担的责

任，可能会不太一样。从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

的角度看，我们前面的很多代作家，他们所做的

工作，主要是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

注意”，是讲述他们那个年代的中国故事，是参与

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为

了把世界带进中国，让国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世

界、走向世界。这些目标，我们的前辈已经基本

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则是坚持从世界看

中国，让中国始终保持在世界之中。全球化虽然

是大势所趋，但是逆全球化的风险并没有完全消

失。种种形式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仍持续发生。

包括战争、流行病、利益冲突在内的全球互联的负

面形式，可能导致互联的彻底中断，让世界变得四

分五裂。

从这样的时代语境出发，我认为，当下的青年

写作起码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在今天，我们既

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去写作，也要有世界的

视野。夏志清曾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有“感时忧

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传统，这是他对

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指认。在指认的同时，他也

指出，这会构成一种限制。如王德威所言：“夏志

清当时对‘感时忧国’这四个字的描述其实是有贬

义的。他其实是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者，一个伟

大的文学创作者，不见得只应该把眼光局限在一

时一地的历史辩证上而已，尤其是党同伐异的宗

派姿态。文学以及批评的创造者当然立足家国，

但他的心胸应该是无限开阔。换句话说，它应该

同时也是个cosmopolitan，就是一个四海一家、

有世界观的、世故的文化人。”夏志清的相关判断，

有二元对立的、简化的风险。实际上，作家不妨有

国族意识，是国民的一分子，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世

界公民，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如埃德加·莫兰所

主张的，同时应该以地球为祖国。这两者并不存

在必然的矛盾，作家自然也不必做非此即彼的选

择。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不只是意味着作家要在

广阔的视野中去书写，还意味着要承担起文明、文

化的阐释者和沟通者的角色。作家要往返于不同

的文明体系、文化体系，着力促进不同国家、地区

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家的书写要成为跨文明、跨

文化的桥梁。这不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愿

景，实际上，也是迫切的现实任务。回顾我们的过

往历史，战争或形形色色的冲突，是笼罩在我们头

上的巨大阴影。而在今天，种种形式的冲突在世

界各地仍旧频频发生。只有在多元文明、多元文

化共存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文化、文明的互观、互

识、互补、互利、互渗、互融，不同的国家、区域和人

群能够真诚地理解和承认，做到求同存异，世界才

有可能会变好。

其次，要有世界文学的自觉意识。作家有多

种多样的写作资源和写作方法，但是有一点是相

通的：要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这意味着写

作者既要以多元的、丰富的世界文学作为写作资

源，写作时的技艺、眼界和问题意识也应该有世界

性的维度。具有世界文学属性的作品，往往具有

跨文化的性质，而且具备跨越地方、区域和国界的

能力。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对地方的凝视和表

达。可是，在强调地方的意义时，也要避免画地为

牢。我们需要有地方之外的视野，才能更好地理

解地方。不管是写什么题材，世界都是我们重要

的认识框架。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

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

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作，最终也需要

落实到地方，借此获得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

异性。我们既要有写作和生活的近处，也要有远

方；走向远方后，也还需要回到近处，不忘记出发

之地。

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学视野的写作，是接

下来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方向之一，是更新中国

文学的一种路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变革的趋

势，而如何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去认识，如何在全球

史的、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去进行写作，

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二

新媒体的兴起，让视听文明已成为

时代的主要表达形式，读文学作品的人

日渐减少。面对这种变化，作家的写作应

该分众化。作家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目标

等去寻找、选取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

今天的青年写作，还应该考虑到文学所可能

面对的危机，并为克服危机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当下，文学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危机。危机

和媒介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新媒体的兴起，让

视听文明已成为时代的主要表达形式。电影、

电视和短视频，吸纳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注

意力。相应地，读文学作品的人日渐减少。面

对这种变化，作家的写作应该分众化。作家应根

据自身的个性、目标等去寻找、选取属于自己的写

作路径。在当前时代，我们其实需要有各种各样

的写作。

要重视带有先锋探索性质的、小众的写作。

这一类写作，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推

动作用，是文学实现内部革新的重要动力。比如

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余华、苏童等作家作

品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昔日先锋文学的叙事成果

已经为今天大多数的青年作家所继承、所掌握。

青年作家借此迅速完成了诗学或叙事艺术的基本

积累，继而开始进行个人化写作风格的建构。先

锋文学依旧是今天大多数青年作家写作的“起

点”，具有先锋性的、革新性的写作抱负，仍旧必不

可少。

亦要重视尝试在新媒体的语境中融通雅俗写

作。有不少作家开始介入新媒体，借助新媒体来

扩大作品的传播面。也有的作家尝试从写作本身

出发进行突围，比如蔡崇达（《皮囊》《命运》《草

民》）、李停（《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还有很多在

“ONE·一个”“豆瓣”等平台发表作品的作家。蔡

崇达、李停等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会注重降低

作品的阅读门槛，试图用简约的文字来呈现丰厚

的生活。表面来看，他们的写作放弃了过于繁复

的表达技巧，只是漫不经心地讲故事。而实际上，

他们会很认真地经营笔下的每一个细节，慎重地

对待每一个词语，以便让自己的所思所想能让读

者充分感知、理解，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在阅读时都

有所收获。这类写作，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

纯粹，但是有其独特意义。我们确实需要把失去

的读者重新赢回来，需要让这个时代更多的人热

爱文学。

三

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把最好

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仍旧是保

证写作水准并稳步提升的基本前提。对

写作保持热诚，有耐心，全力以赴，仍旧

是写出好作品、赢得读者最有效的路径

对于新语境的变化，作家除了顺应，也应有所

警惕，有所取舍。

随着文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整个文学

机制的变化，作家开始更多地介入到文学的生产

与传播、甚至是评价等环节当中。敏锐地应对问

题无可厚非，可是在应对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同

样值得重视。比如说，随着介入的文学环节增加，

作家能够真正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就大幅度减少

了，作品质量也随之急剧下降。读近年出版的文

学作品，我时常觉得，所读的并不是文学作品，而

只是文学作品的草稿。在历史题材小说中，问题

尤其严重。很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在文学性和可读

性上甚至比不上一些历史学著作，文学作品的草

稿化趋势和作家作品宣传力度的加大，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增加曝光率对读者的吸引是有用的，

但这种有用性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写作时只是

草草了事，那么后续的任何努力都是可疑的。

作品质量和写作时间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天

才作家在短时间内也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可

是，天才总是少之又少，有天才幻觉者却总是很

多。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把最好的时间与

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仍旧是保证写作水准并稳步

提升的基本前提。对写作保持热诚，有耐心，全力

以赴，仍旧是写出好作品、赢得读者最有效的路

径。致力于写出体面的作品，依然应是作家的重

点所在，也是责任所在。

新的时代语境，需要有新的作家主体的诞

生。在更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道路上，青年的身影

不可或缺。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评论家）

广 告

施耐庵文学奖，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命名的
文学奖项，由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主办、江苏省作家协会提供
学术指导，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
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
选工作已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施耐庵文学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二为”方
向和“双百”方针，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选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
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二、奖项设置：施耐庵文学奖，每届评出5部作品，获奖作
品每部奖励10万元。另设特别奖1部，奖金2万元，奖励兴化本
土作者的作品。

三、参评方式：
1.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参评作品由各出版社推荐。每个出

版社可推荐不超过3部作品，推荐的作品须获得作者本人授权。
2.作者可向出版社提出作品参评申请。不接受个人申报。
四、参评条件：
1.参评作品须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正

式成书出版的长篇小说，版面字数13万字以上，于评奖年限内

首次出版。出版时间以书籍版权页标明的第一版时间为准。
2.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长篇小说应以其汉语译本参评。
3.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
五、推荐程序及时间：
1.出版社推荐作品时须填写“参评作品推荐目录”和“参评

作品推荐表”（在兴化市人民政府 http://www.xinghua.gov.
cn/下载），并加盖公章。每部推荐作品须附推荐意见、作者简
介、3000字以上作品梗概。上述各项材料须同时提供纸质和电
子版材料。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xhwl225700@163.com。

2.出版社须提供推荐的参评作品每部20本（套）。
3.纸质版材料和参评作品须挂号或快递寄至第六届施耐

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勿用包裹。
4.征集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18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苏省兴化市拥绿园路兴化市人民政府2415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25700
联 系 人：陈婷婷 0523-83327186，15996047045；刘小

刚 0523-83326286，18252625656。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

2024年7月19日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公告
作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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