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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烙印””
——关于青年文学创作的同题问答

□本报记者 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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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焱：《青年作家》执行主编

青年作家顺应时代，充分利用

各种新媒体平台来展示自己、宣传

自己，这是一件好事，但必须要意识

到，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我们绝不能

像某些凭借低俗恶搞、装疯卖傻、扮

丑出奇而赢得关注的网红那样，为

了博取流量而无所顾忌，我们必须

把握尺寸，始终保持一颗静心

李 樯：《青春》主编

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写作者

的价值追求之一便是自由，表达的

自由、结构的自由、技术的自由，等

等。年轻人更多地冲破了文法的束

缚，幻想和注重创意，恐怕是他们文

本共同的突出特征。所谓感觉至上，

既是指对语言的自觉，也是写作者

对自己的阅读、体验生活和写作行

为的自律性要求，这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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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菁：《青年文学》主编

在他们笔下，我们读到的更多

的是一些切口不大的场景与事件、

一些生活中的普通人、一些透过自

己心灵与心理折射后的产物、一些主

观情绪与意志饱满的灌注、一种对表

达个性的寻求与寻找……鲜活而灵

动，虽不无些许稚嫩、不无些许表

象，但又恰在这稚嫩与表象中透出

青年那种特有的敏感、灵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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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主编的刊物近五年来策划了
哪些青年写作的栏目、专题？请简
单介绍一下

张 菁：《青年文学》自创刊以来便始终坚持以关
注青年文学创作、推出文学新人新作为己任。最近五
年来，更是先后策划与开辟了“出发”“推荐”和“灯塔”
等不同栏目、推出不同主题或主旨的专刊专号，累计推
出200位青年作家，广泛展示青年作家从被发现到被
更多人认识之全过程，呈现多重创作状态下青年作家
们的创作风貌。

“灯塔”重在展现“90后”青年作家们对话自己文学
路上的精神导师，从青年作家的疑与惑和导师的理解
与鼓励，共同彰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学之路、创作接续
和精神传承。栏目开设四年来，先后刊发了庞羽、路
魆、李唐、徐畅、丁颜、甄明哲、王苏辛、智啊威、徐衎、崔
君、杜梨、三三、王若虚、张林、修新羽、赵依、孙一圣、广
奈、宥予、顾拜妮和林秀赫等一大批文学新人的新作，
而他们的前辈作家毕飞宇、刘亮程、阿来、林白、李洱和
吕新等导师们的信笺回复则充盈着对青年作家们的祝
福与期许。崔君曾说她拿到样刊那一刻来不及找椅子
便站着看完了阿来的回信和解答……正是这些不同代
际作家们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共同构成当下文学创作
整体的多重风采。

“推荐”栏目旨在发现有特点的文学新人，五年来，
朱婧、熊生庆、周于旸、瑠歌、穆萨、倪晨翡、陈修歌、王
陌书等56位青年作家渐次在这里亮相。每年五月的

“现在出发·小说专号”则集中展示高校在读学子们创
作的蓊郁气象，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15所高校的26位青年作者焕
发光彩。高校专号中，焦典的《山中有虎》、卢燨的《跳
蚤之幻》、马晓康的《拉小提琴的砌砖工》、黄昶的《小中
医》4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
《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7次，入选《手稿、猴子，或行李
箱奇谭：2023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等4本年选。每
年12期的“新作家专号”则先后集聚了张春莹、褚婷等
32位青年写作者笔下对生活的充沛情感，丰富着青年
表达。此外，“新女性专号”收录朱婧、李静睿、顾拜妮
等多位青年作家作品，集中展示女性写作的新视角和
新表达。其中5篇作品被转载6次，1篇两次入选文学
榜单。还有“城市童话专号”“网小辑”等专刊或专栏也
都与青年的成长和城市的发展变化休戚相关。

李 樯：《青春》的所有版面都是面向年轻写作者
的，2023年起更改版为“大学生自己的文学期刊”，只发
表高校学生作品，应该是国内唯一全面针对高校写作
的文学月刊。其中“新视界”是《青春》的重点小说栏
目，一直请韩东做主持人，他的文本标准值得信赖。他
还帮我们主持着一个“韩东改诗”的诗歌栏目，在对有
才华、有潜力的年轻写作者的点化方面，韩东从不吝惜
自己的经验和智慧。2022年，我们还成立了毕飞宇工
作室，与之配套的“小说沙龙”栏目，每期从全国高校中
遴选一篇大学生作品，邀请专家对作品进行盲评，然后
作者进行修改，最后将专家的点评意见和修改后的小
说一起发表。这是一个从写作观、方法论方面都能为
年轻人带来激烈撞击的举措，迄今我们已走进了全国
20来家高校，除了作者本人，参与到点评、旁听的学生
也是受益的。

为了能让年轻写作者在《青春》的办刊行为中切实
受益，2019年起，我们恢复了停摆35年的“青春文学
奖”，每年刊评一次，设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奖，2025
年起，还将增设面向世界各国大学生和中国境内海外
留学生的“丝路青年奖”，《青春》属于全球青年写作
者。2021年起，《青春》还兴办了“青春课堂”，已邀请了
韩东、胡弦两位导师，为他们招收写作学徒，采用现场
授课、录制传播的形式，让更多年轻写作者受益。韩东
授课的内容，还促成了《诗人的诞生》这本广受欢迎的
图书。

《青春》的组稿策略里有个“不慕名家”的要求，我
们的目标不是抱大腿、抢流量，而是希望培养未来的名

家，甚至巨匠。
熊 焱：《青年作家》一直在密切关注青年人的写

作，以大量版面刊发青年人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栏目叫“新力量”，是每期都有的固定栏目。这个栏目
重点推一位青年作家的两部短篇小说，或者三位青年
作家每人一部短篇小说，并邀请全国知名的评论家、
文学期刊编辑作为主持人进行点评，以及评论家进行
解读。不少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在这里发表的，比
如渡澜。2021年，我们联合《四川文学》，策划了“四川
小说家星火计划”，助推四川青年小说家的成长，每年
选四个青年作家在两本刊物上同时大力推介。我们
还通过举办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活动，编辑出版一期
青年作家写作营专号。今年我们的栏目有微调，增加
了一个“突围”，主推一个水准相对稳定、处于快速上
升期、又具有远大潜质的青年作家。可以这样说，除
了小说栏目的头条外，其他栏目均有可能出现青年作
家的影子。

近些年涌现了哪些具有代表
性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有什么
个人特色？

张 菁：青年作家中，侯磊自幼生活在北京一个
老旧的四合院里，听评书、看京剧、听相声、唱昆曲、
唱曲艺、收藏文物、走访古迹，在《青年文学》开设“北
京烟树”专栏并出版成散文集。在他身上显现着“80
后”部分作家在所受文学教育体系和个人成长环境中，
自然地继承了当代文学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朱婧笔下有着平静生活下的暗流。她对未知的一切
保持一种凝视、思索和警觉；孙睿有着善于从生活和
生命感悟出发，进而“抽象”出寓指意味的能力；杜梨
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并不断放大这样的细节增强其作
品说服力。

李 樯：除了“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扶持
项目里的众多成名作家如曹寇、赵志明、春树、余幼幼、
房伟、庞羽、大头马等，这几年，印象比较深的更年轻的
几位作者有宿颖，河北正定县的一个高中生阿洛，大学
生里的佼佼者有焦典、加主布哈、李嘉茵、余贺，名单太
长，无法一一列举。这些年轻人中，有的还寂寂无名，
但这掩盖不了他们身上对文学共同的热爱、才华甚至
说天分。

熊 焱：当下不少创作势头旺盛的青年作家，都在
我们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有的甚至是多次刊发。要说
具有代表性的也不少，比如杨知寒、路魆、栗鹿、陈小
手、郑在欢、宋迅、梁宝星、陈萨日娜等。他们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比如杨知寒，她的语言简洁、叙
事节奏快，基调是冷的，但是又冷中带暖，暗中见光。
比如路魆，他的小说诡谲、怪诞，具有超越现实的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您看来，近五年的青年创作
有哪些整体特征，或呈现出什么
变化？

张 菁：五年来，以“90后”和“00后”为生力军的
一代青年作家正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和鲜明的艺术
个性渐次登上新时代的文学大舞台，成为当下文学创
作中客观存在并值得足够重视的一支生力军。几代作
家的同台共舞从来都是文学事业生生不息的自然表
现，他们笔下尽管有着共同的乐与忧，但一代人有一代
人或鲜明或纤细的烙印与特色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
予以特别关注。

这一代青年作家一出生便恰逢一个急剧变革、高

速发展的大时代与新时代。改革与发展、分化与重
组、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奋斗等时代重大命题
始终如影随行地伴随着他们的生活与成长。这一切
在他们眼中无从回避，笔下也就自然合逻辑地予以
呈现。然而，这一代青年终究有他们特有的成长之
道、发展轨迹与心路历程，因此，他们笔下的大时代
烙上这一代人的鲜明印记同样十分合逻辑与正常。
因此在他们笔下，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切口不
大的场景与事件、更多是一些生活中的普通人、更多
是一些透过自己心灵与心理折射后的产物、更多是
一些主观情绪与意志饱满的灌注、更多是一种对表
达个性的寻求与寻找……鲜活而灵动，虽不无些许稚
嫩、不无些许表象，但又恰在这稚嫩与表象中透出青
年那种特有的敏感、灵气与活力。

李 樯：他们写作的共同特点是自觉和自由。不
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写作者的价值追求之一便是自
由，表达的自由、结构的自由、技术的自由，等等。年轻
人更多地冲破了文法的束缚，幻想和注重创意，恐怕是
他们文本共同的突出特征。所谓感觉至上，既是指对
语言的自觉，也是写作者对自己的阅读、体验生活和写
作行为的自律性要求，这点至关重要。

熊 焱：我认为当下的青年作家具有非常强烈的
写作技巧的自觉意识，尤其是小说写作上体现得特别
明显。他们强调超越常规的想象力，追求故事的异质
性。他们的小说常常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内核，却又并
不追求叙事上的跌宕起伏，而是在一种静水流深中展
现叙述的力量。此外，他们的个人叙事较为强烈，对个
人内心深处那些幽微的情感经验描写得较为细腻。

今天的青年作家成长在现代化
的城市中，他们与当代文学传统、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什么承继
关系？

张 菁：这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学乃至文化浸润同
样也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印记。一方面，在这个开放
的大时代和地球村中，各种艺术新气息的流动与互动
已成常态；另一方面，他们毕竟生长与生活在这块拥有
五千年传统文化浸润的土地上，龙的传人之宿命、炎黄
子孙的血液、中华文化的根脉或多或少地都会流淌在
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传统文化的基因挥之不
去亦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这一代青年作家的笔下，
我们既能看到世界文学中的种种影响乃至最新最时尚
的痕迹，亦能感受到像侯磊在《北京烟树》中所呈现的
那三千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年的建都史以及蕴藉其中的
多元历史文化、自然风貌与人文情怀。

李 樯：这个问题非常好，也特别必要和及时。尽
管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并且能带来创造的快乐，
但传统中那些优秀的、有效的部分，却是我们的靠山，
是命根子。年轻写作者很少会认同这一点，我年轻
的时候也是这样，各种反对，但我越来越认识到，这
是一种很傻的认知。当一个写作者选择了一种语言
创作，他就应该深入了解这门语言的传统，因为创新
一定是在承袭中完成的。从《诗经》的四言句式到古
乐府，再到律诗、宋词，语言的迭代如此艰难而缓慢，
但开宗立派者无疑都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在西方
也是这样，试想，如果没有《荷马史诗》、维吉尔、但丁
这些传统和十四行诗的繁荣，会有那么多开宗立派的
现代派大师涌现吗？每个大作家的作品里，都有强大
的传统作为支撑，那是他的基础和底座，否则很难达到
一定高度。

熊 焱：今天的青年作家大多是在西方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他们之间天然地构成了一种传承关系。但同时，
今天生活方式与过去有天壤之别，这就让他们也在反
叛和解构传统文化，所以这种传承也带着解构后的重
构。但在传承中发扬光大，其实也是很难的。

新的传播语境和传媒环境对
青年作家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积
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李 樯：2021年起，《青春》杂志开始依托南京出版
集团的图书资源，策划出版“青春文艺”系列图书，仍以
发掘年轻写作者为主，我们发掘了在网上写诗的曹韵
和惊竹娇。曹韵坦言，他热爱写作多年，却一直没有动
静，直到通过互联网，他开始特别重视读者的反馈，不
断调试自己的语言指向，努力与读者达成共鸣、共情。
他的首部诗集《偷诗歌的人》迄今已销售三万多册。惊
竹娇刚刚大学毕业，我们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君
不见》，上市半年销售了20多万本。他们的成功之处在
于，除了写作者的身份，同时也成了互联网传播专家，
成了自己作品的传播者和“经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
变化，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倡导的和读者最大化互动
的成功案例。

熊 焱：新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青年
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比如陈春成，他的短
篇小说最初就是在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慢慢被
人关注，最后才走上传统的纸媒发表和出版的道路。
同时新媒体也改变着青年作家的审美情趣和写作观
念，并且成为他们写作的素材。新一代的年轻人，有
着强烈的表达和展示欲望，他们会充分利用新媒体来
呈现自己，视频、图片、文字，各种形式都有，就连被退
稿他们也要晒。可以说，他们有一种无畏的勇气，但
是，这恰恰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那份焦虑与浮躁。文
学是一个小众化的群体，青年作家顺应时代，充分利
用各种新媒体平台来展示自己、宣传自己，这是一件
好事，但必须要意识到，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我们绝不
能像某些凭借低俗恶搞、装疯卖傻、扮丑出奇而赢得
关注的网红那样，为了博取流量而无所顾忌，我们必
须把握尺寸，始终保持一颗静心。

您对青年创作还有什么建议？

张 菁：如果说对这代青年作家还有什么期许的
话，那我想说的是：一方面从宏观视野看，当下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任；另一方面着眼于我们所处行业的角度，种种
以新科技为引领的新的传播手段、新的传播环境和语
境，新的传播手段正在或即将影响着人们曾经习惯的
创作与阅读。这一切不能不对青年作家的写作提出
新的课题与挑战。关于前者，我期许的是，伴随着这
一代青年作家见识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他们的创作
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前提下，内容上理应存有一个向深
向广拓展的大志向，艺术表现上则需要瞄着更加个
性、更加自如、更加文学的目标前行。只有这样，21世
纪的时代风云与艺术风采才能通过青年作家的笔墨
传诸后世。同时，在以新科技为引领的“新”传播背
后，作家那种高度独特的个性化表达与创造才会立于
不败之地。

熊 焱：青年意味着热情、勇气和探索。我希望青
年作家们具有反叛精神，冒险意识。也希望他们不要
太过于沉迷于个人叙事，而是勇于探寻更广阔的外在
世界。那些过多的个人内心的情绪呓语，鸡零狗碎的
日常叙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局限着写作者的格局和胸
襟。此外，我希望他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
时，也要扎实地、深入地向中国传统文学学习。青年
作家们重视写作技巧，技巧当然很重要，但不能模式
化、套路化，这或许是当下的创意写作需要反省和警
惕之处。更不能因为追求故事的新奇与荒诞而放弃
逻辑的自洽和无法完成虚构的真实性。因此，老老实
实地讲好一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景状物，也是非常
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