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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新疆文联、阿克苏地委

宣传部主办，阿克苏地区文联、《西部》杂志社

承办的阿克苏杯·第八届西部文学奖颁奖典

礼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阿克苏地委书记

吴红展，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常玉

轩，新疆文联党组书记邓选斌、党组成员熊红

久，以及高兴、王十月、张颐雯、黄梵、王安琪、

阿舍、李浔、泉子、王威廉、胡澄、习习等作家、

学者参加活动。

西部文学奖是《西部》杂志社2009年设

立的期刊双年奖，迄今已评选七届，共有80

余位来自全国的写作者获此奖项。第八届

西部文学奖获奖作品从2022至 2023年度

《西部》刊发的作品中评选产生，共有 9篇

（组）作品获奖。王新梅的《大雪小雪》、杨晚

晴的《无面之城》获小说奖，朱凤鸣的《去旷

野吧》、唐荣尧的《河湟枝头的“花儿”》获散

文奖，王兴程的《雪落下来的时候》、张远伦

的《我是她们的他人》获诗歌奖，汪剑钊翻译

的《新年贺简》获翻译奖，陈修歌的《惊喜巧

克力》获“90后”新锐奖，毕鸿彬的《啼血相

思》获纪实文学奖。

常玉轩表示，近年来，阿克苏地区坚持以文聚力、

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自然风光

与人文资源在这片热土上交相辉映，滋养了文艺工作

者，他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为打造“龟兹多浪”文化

注入了新的力量。邓选斌谈到，西部文学奖在提升新

疆文学影响力、繁荣多民族文学、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方

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期待未来进一步拓展文化润疆的

深度和广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文学实践铸就

新的辉煌。

颁奖典礼上还举行了“西部之家·阿克苏文学创作

基地”授牌仪式，《西部》杂志社主编张映姝授牌，阿克

苏地区作协主席何兴华接牌。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本报讯 8月 15日至 17日，由《诗刊》

社、中国诗歌网、云南文山州文联主办的第二

届柯仲平诗歌节在云南丘北和广南举行。中

国作协原副主席廖奔、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

任王璇、《诗刊》副主编霍俊明、云南文山州文

联主席边富斌，诗人刘笑伟、李晓晔、田湘、张

于荣、陈勇等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诗人们参观了柯仲平纪念

馆，通过大量图片、文字和实物资料，体悟诗

人为革命战斗一生、歌唱一生的精神。大家

还走进普者黑、坝美等地，了解文山生态保

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在“诗意文山”

诗歌朗诵会上，诗人和朗诵艺术家们朗诵了

《致柯仲平》《小船穿梭在白色荷花丛中》等

10余首与文山相关的优秀诗作。诗人们表

示，柯仲平的诗歌创作与时代和人民紧密相

连，他曾写下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佳

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要继承

优秀诗歌传统，并基于现实的新变展开新的

诗歌创造，展现崭新的时代风貌。

第二届柯仲平诗歌节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4日，“为你诵

读”杯全国青少儿课文领诵员资格评定总展

演颁奖典礼暨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盛典在京

举行。经过线上线下选拔和角逐，共有22名

选手获得本届“为你诵读”杯全国总展演国家

特级领诵员（现代诵读艺术璀璨之星），此外

还评出国家一级、二级、三级领诵员和“最美

声音奖”等6个单项奖，以及首届“中国十佳

课文领诵员”和“民族诵读未来之星”“青松诵

读使者”等奖项。在同期举行的中国诵读艺

术家颁奖盛典和名家诵读会上，各项荣誉称

号获得者亦正式揭晓，艺术家们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现代诵读艺术的听觉盛宴。

“为你诵读”杯全国青少儿课文领诵员资格

评定总展演由中国作协全民阅读推广办公室指

导监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现代诵读艺术

专业委员会、《中国文艺家》杂志社、《中国校园文

学》杂志社等联合主办，北京诵读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旗下“为你诵读”系列平台联合承办。该展

演旨在更好地推动全民诵读、助力全民阅读，引

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践行现代诵读艺术，增强

青少年对文学写作与鉴赏的兴趣，从而提升其

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实现中小学生诵读课文

从单纯掌握知识到兼顾艺术追求的转变。此次

展演由项建新担任总监审兼首席评委，廖菁、唐

剑、赵珈琪、郑建军、任亚明等10余位有声语言

艺术名家担任评委，他们从文本理解、诵读技巧

等方面对选手进行了专业评判。

当天还举行了第九届“为你诵读”杯范读

导师全国选拔暨资格认定展演活动、第十届

“为你诵读”杯少年范读导师全国选拔暨资格

认定展演活动的启动仪式。

推动全民诵读 助力全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 教鹤然） 7月 28日，由

国家大剧院、北京市科协、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科技记协、北京科普作协联合主办的

“当科学与艺术相遇——科学元典名篇赏读

沙龙”暑期专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本场活

动聚焦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

摩尔根的经典之作《基因论》，邀请“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刘建妮，科普作家尹

烨，以及“基因三重奏”的三位艺术家张佳

林、张精冶、宋昭，共同探讨基因的奥秘、基

因与音乐的关联。

从达尔文、孟德尔到摩尔根，再到薛定

谔、普里戈金，以至当下的“人类基因组计

划”，尹烨在主题演讲中回顾了基因的发现及

遗传学发展的历史。在对谈环节，与会嘉宾围

绕基因与音乐的关系、对艺术天赋的看法等

话题畅抒己见，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复杂

关系，生动阐释了“科学与艺术，在探索生命

奥秘时相遇”，从不同维度扩展和提升了观众

的视野和创造性思维。

活动现场还朗读了《基因论》的相关内

容，演绎了1933年摩尔根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颁奖词片段，并演奏了部分古典乐，使

观众沉浸式感受科学与艺术的交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金昌市文联退休干

部唐达天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4 年 7 月 27

日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

69岁。

唐达天，中共党员。

1985 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长篇小说《绝路》

《残局》《后台》《我的美丽

没有错》《沙尘暴》《一把

手》，小说集《悲情腾格里》

等。曾获甘肃省敦煌文艺

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原研究员刘锡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

年8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刘锡诚，中共党员。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著有作品《小说创作漫评》《原始艺术与

民间文化》《中国原始艺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

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走出四

合院》《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

谭》《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等。曾获中

国民间文艺成就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

著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等。

刘锡诚同志逝世 唐
达
天
同
志
逝
世

“科学元典名篇赏读沙龙”在京举行

文学·时代·时代精神
———关于文学创作与表现时代精神的札记—关于文学创作与表现时代精神的札记

□□潘凯雄潘凯雄

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一种题材取向看上去是一种题材取向，，但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选择问题但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选择问题；；看上去是个单一的时间维度看上去是个单一的时间维度，，但更是一个但更是一个

时空合体的多维度时空合体的多维度；；看上去是一个内容指向看上去是一个内容指向，，但更是对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但更是对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深刻认识生活深刻认识生活、、擅长表现生活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考验擅长表现生活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考验

在我的认知中，关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如何表现时

代精神等问题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但当下的现实情形则似乎又不是完全如此，呼唤文学贴近时

代、表现时代精神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究竟怎样看待和分析

这种现状，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札记。

一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与时代总

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隐

匿，或强烈或浅淡。

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乐意还是不乐意，在具体的文学

创作中，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不仅始终客观地摆在那里，而且还

必然或浓或淡地、自觉不自觉地镌刻着某个特定时代的烙印。

关于文学与时代的这种必然联系以及联系方式的多样

性，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底气十足，无非

只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贤与智者早已留下了自己的观察、判

断与思考，无非只是由于有众多的文学实践与传世经典在

那存在着。

早在公元400多年时南朝的刘勰就有“文变染乎世情，兴

废系乎时序”之说。

而差不多1400余年后的王国维依然有“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

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判断。

东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

狄德罗称：“什么时代产生伟大的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

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

马克思说得更直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伟大的人

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丹纳则说得“文气”一点：“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

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

如果说上述学者、作家还是身处20世纪之前，那么，在20

世纪以后的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作家或学者那里，强调文学

与时代关系的言说也依然十分强劲。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

家萨特著名的“介入说”便是典型代表。他在《什么是文学？》中

明确表示：“如果文学不要求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就是

我所说的‘介入’。如果文学变成纯粹的形式或者颂歌，它就会

枯萎凋谢。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人和社会的某一程度

上产生反响，那么它是毫无意义的。”

二

强调文学与时代间的必然联系当然不止于学者、理论家

的描述、阐释与强调，同时更是大量客观地存在于古今中外优

秀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虽然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未必

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其中也时有公开张扬文学要远离现

实、淡化时代之言论，但这些大多不过只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

而已，当不得真。

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年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

点。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笔下对吃人封建社会的批判与控

诉，还是“三红一创”对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奋斗的文学书写，莫

不如此。至于自1978年开启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更是从各

个不同视角、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将改革开放45

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深刻变革给展现得淋漓尽

致、琳琅满目。

域外文学创作的状况看上去虽更复杂和斑驳一些，但耐

着性子抽丝剥茧般往里看，本质依然不例外。

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的产

生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塞万提斯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

形式将当时西方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漫画化；在雨果的《悲

惨世界》中，主人公冉·阿让经历的背后呈现的是18世纪末到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被誉为俄国批判现

实主义高峰的《复活》，托尔斯泰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

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勾画出的是俄国农奴制走向崩溃边

缘的社会图景。

如果说在上述经典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折射

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尚不足为奇的

话，那么在以标榜非理性、非人物、非情节、非线性为主导的各

种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他们作品的外观的确与此前传

统文学有着大相径庭的艺术风貌，有的干脆就是以各种艺术

极端乃至怪诞不经的方式进行呈现。即便如此，我们同样也能

透过他们的字里行间捕捉到时代的风云际会，无非是多了一

层妆色或包装而已。

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变形记》，面上呈现的是主人公格

里高尔·萨姆沙某日一早醒来变为甲虫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

骨子里承载着的则是作家对于“孤独”与“异化”的思考，反映

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对金钱顶礼膜拜和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

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

尽管有“天书”之称，“意识流”的创作手段使得作品的内容庞

杂且费解，但人们还是从中读出了“一战”后整整一代人所面

临的生存矛盾与精神危机。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讲述

了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多角度的叙述并未

影响人们从中读出，每个人的现代景观虽各不相同，但却共同

表现出现代人的希望与恐惧、忧患和矛盾。

古今中外，这样的书单大约谁也无从说出究竟需要多长

才能打住。但文学与时代间的不可分离，文学书写时代、时代

在文学中得以多姿呈现……这样的基本事实与基本格局则是

毋庸置疑的。

三

行文至此，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古今中外客

观存在的大量文学实践表明：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文学与时代

的必然联系就是那样“剪不断理还乱”地客观存在着，不同时

代也的确存有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在如此大量客观

存在的事实面前，呼唤文学表现时代的声音为什么还依然不

绝于耳？有时甚至还很强烈。

为何频繁出现如此选择性的无视？这很有趣，值得研究。

时下的确没有人做过一些基础性的统计和分析，或者是

有着具体条件设定但在统计学上又是绝对认同的抽样统计分

析，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做、没人做。

比如，以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为文体限定，以新世纪开端至

今的各种生活为题材限定，选取某个半年时段中出刊的50种

文学期刊和首版的50种长篇小说图书为统计样本，看看各个

样本中符合上述两种“限定”的作品究竟占比多少？

说符合上述条件的作品就是表现当下时代的现实题材创

作肯定不为过，至于所传递出的时代精神如何那则是另一个

见仁见智的问题。本人的阅读量当然不能称之为大，但绝对也

不能算小，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以当下时代现实为题材的创作

数量未必是最多，但肯定不是最少。

那么问题来了：一面是表现当下生活题材的作品数量并

不少，一面则是呼唤创作关注当下时代，特别是凸显张扬时代

精神的声音也不小。如此反差意味着什么？倘不能透过现象探

本质抓本质，这种表浅的矛盾之问将会永远不绝于耳，更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四

无法否认的是：当下从各个领域、各种视角、运用不同文

体、采用不同手段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并不少，尤

其是非虚构作品。阅读这些作品，的确可以从中感知大量当

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状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获取了信

息，许多过往不熟悉、不曾见的新生活、新人物、新行当、新变

化、新风尚扑面而来，其中不少也都是过往社会生活中鲜见

甚至未见的全新状况……但说实话，阅读这些作品时绝大多

数的感受大抵也仅限于此。其效果不外乎：一是知道了事，而

干这些事的具体人物形象则很少留得下来。二是这些人物何

以干出了未必惊天动地但却可能改变人生乃至整个社会的

大事？三是种种社会生活的新业态新状态何以在某个时段集

中呈现集中爆发？四是这些新业态新状态的出现除去给他们

个体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增长财富之外，还可能带来哪些变

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改变？五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更多地只是

能够看到那些领军人物的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动力，至于他们

个体间的差异哪怕是并不那么纤细的差异都不多见……凡

此种种归结在一起的共性则是见事不见人、见外不见内、见

同不见异。

如果说上述现象的确是当下文学创作中一种普遍或比较

普遍的存在，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的阅读效果除去文学外，

用新闻中的大特写、大通讯等文体不同样也能够实现吗？而且

其表现、其反映的速度和呈现的生活面比文学还会更快更宽。

至于透过这些生活面上的种种新事物新人物新现象，探寻发

现剖析更深层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的内存气象，这些本该主要

由文学而非新闻承担的功能则缺失较多。

和经过时空淘洗而得以传承后世的文学经典相比较，关于

文学如何表现特别是科学深刻地表现时代精神的问题是否可以

得出至少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与题材的选择、特别是现实题材确

有关联，但一定不仅只是题材和取材问题；二是相比于题材选

择，作家个体的人文素养和文学的综合表现力当更为更要，这

是文学创作问题但又一定不仅仅只是限于文学这个领域。

如此说道总归还是比较空泛、比较抽象，不妨分析一两个

创作的典型案例或许更为直观。

记得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文学界在创作

上的反应不可谓不快，第一时间出现的当是在网络上传诵的

抗震诗和悼亡诗，紧随其后的则是文学期刊赶制而成的专辑

或专号，再往下则是长篇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等出版物的面

世。这些作品当然自有其存在的影响与价值，但能够得以传承

至今者又确是凤毛麟角。今日乃至后人若说起有关于“5.12汶

川大地震”的文学作品，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我想无论如

何都不可无视，而这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长篇小说

则是阿来在“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后的那一天才开始动

笔。他思索，面对5.12汶川大地震如此惨烈的现实，文学除去

讴歌灾区民众的顽强、抗震志士的英勇和全国人民的爱心外，

是否还有值得进一步思索与挖掘的内容？正是这样的问题苦

苦萦绕了阿来十年，直到他有所心得、有所感悟，才开始了《云

中记》的写作。于是，在这部长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十余年前

那场人间大悲剧的惨状，更触发起大家对人类与自然、生存与

死亡这类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的深层思考。一部《云中

记》，地震、记忆、人心、自然、生命……一曲《安魂曲》，肃穆、沉

重、庄严、壮丽、升华……在这样一部多声部多色调交织的长

篇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具体事、认识了具体人，更获得了

这些以外的更多，有时代精神、有人生感悟，还有更多的其他。

再说今年新面世的长篇小说《云落》。张楚以足以承载中

国社会全息式图景的最基层单位——县城为场景，透过生活

于其中一位普通女性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折射出中国基层生活

空间中的人生百态。这当然是张楚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某

种观察、呈现与思考，但读者却能从中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笔下

的现实感与时代性。

而无论是《云中记》还是《云落》，两部作品取材相距甚远，

艺术处理也是各显神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现实

的，且这种现实不仅浮现于现实生活的水平面，更有一种时代

精神深潜于其中。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最基本的判断：一是表

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一种题材取向，但又绝对不

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选择问题；二是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

看上去是个单一的时间维度，但更是一个时空合体的多维度；

三是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一个内容指向，但更

是对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深刻认识生活、擅长表现生活等

多种能力的综合考验。

五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文作一点最基本的小结了。

在现实题材文学的创作中，无论作家如何呈现与包装，要

想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时

间的确认与题材的选择问题，不仅仅只是各种现实生活表象

的罗列与呈现，不仅仅只是包装形式或面上语言文字的讲究

与用心。意欲写出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神，可以套用的五个

形象而准确的大字当是——“功夫在诗外”。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