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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年创作进入良性循环、高速发展的阶段，“70
后”“80后”作家向经典化迈进，“90后”作家成为文坛生力军，

“00后”作家成群结队涌现，呈现一片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文
学依然是年轻人重要的表达渠道和最亲密的朋友。

与此同时，新媒体给文学带来巨大流量，它不光是作品发
表、传播、接受的平台，更承载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直接影响青
年作家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和思想主题，新媒体语境下的青年
写作焕发出新的光彩。

多元创作环境与新的文学场

新媒体时新媒体时代代，，青年作家拥有更多元的创作青年作家拥有更多元的创作
环境环境。。新媒体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新媒体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激活了
内容生态内容生态，，也孕育了新的创作者和读者也孕育了新的创作者和读者

新媒体时代，青年作家拥有更多元的创作环境。《青年文
学》《小说界》《青年作家》《青春》以及更多刊物的青年作家专
栏，为青年创作者提供了平台，除了刊发原创作品，还有创作
谈、单篇评论、问答等，借此搭建与读者的交流平台，及时吸收
反馈意见。

新媒体时代涌现出新的刊物。《单读》杂志不光有小说、随
笔、诗歌等，还加入了非虚构报道、文化评论、思想访谈，从文
学联结到思想。刊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策划了“当我们重返
世界”“走出孤岛”“人的困境”等主题，不仅贴合当下社会发
展，也具有理论和思想的纵深，不只是中国青年的问题，也是
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从中国联通到世界。杂志借助新媒体平台
对互联网上散落的思想碎片进行搜集整理、广泛收集读者声
音作为话题储备。《单读》还持续关注青年作家，吕晓宇是英国
牛津大学博士、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冲突研究，他偶然得
到机会加入秘鲁总统的竞选团队，以非虚构《利马之梦》记录
了这段难忘经历，书中还充满了一个青年人对自身与世界、知
识与行动的关系的真诚反思。

近年来，青年创作与评论处于同步节奏并形成良好互动。
几所高校成立读书会追踪最新文本，《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网

“新浪潮”，《文艺报》“新力量”，《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写作
的问题与方法”等栏目涌现了许多“同时代人”的精彩评论，为
全面、客观理解当下青年创作提供了新角度和新思路。新媒体
上，也有一群年轻人以“酷评”形式直抒胸臆，表达对当下文学
现场的真实感受。

对青年作家的研究也借助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发放调
查问卷、获取一手资料，《中华文学选刊》曾推出“当代青年作
家问卷调查”对117位活跃的“85后”作家的创作状态、生活状
况、阅读谱系、发表渠道和资源借鉴等重要问题进行调研。《江
南》杂志组织刊发了“90后”“00后”作家同题访谈，“界面文
化”对“野生作家”追踪采访，张莉教授对新锐作家性别观持续
调查。这些都为青年创作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出版社对青年作家从一窝蜂的追捧到趋向理性，讲求精
耕细作、长线发展。一些出版品牌如“副本制作”“铸刻文化”

“惊奇”“重光relire”“现场文丛”“艺文志”“春潮”等专门支持
青年作家成长，一批富有判断力的年轻出版人涌现，他们将发
现的眼光也投向新媒体，为许多素人青年写作者提供出版机
会。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新兴出版正撼动传统文学生态。

青年作家开始成为重要文学奖和文学排行榜的常客。董
夏青青、蔡东、索南才让、杨庆祥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还有专
门为青年人设立的“茅盾文学新人奖”“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
划”“青春文学奖”等。鲁迅文学院“培根工程”深度介入青年作
家成长，各级作协也有自己的青年文学人才培养计划。新媒体
上也涌现了不少以青年创作为主体的文学奖，如宝珀·理想国
文学奖、鲤·伏笔计划、单向街·水手计划等。这些民间青年文
学奖特点是：事件化，公开评审过程、制造文化热点；多元化，
评委有音乐人、导演、画家等“非文学专业人士”，增加多元角
度同时还引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
格局里参照；主题性强，奖项会以当下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话题
作为主题，如“重构世界图景的写作激情”“成为同时代人”“必
须保卫复杂”等，围绕主题，评委、作家之间可以进行有效对
话、碰撞出火花，这些精彩的真知灼见又引发了二次传播。

从文学教育角度，鲁迅文学院坚持举办青年作家高级研
修班，帮助青年作家开阔视野、更好地理解新时代。高校“创意
写作专业”正成为青年作家培养的主要渠道，过去创意写作主
要招收已经在文坛小有成就的青年作家，现在则是把年轻人
培养成新锐作家，目前崭露头角的“90后”“00后”作家不少出

自这个体系。2024年“创意写作”正式被列为二级学科，引发
新一轮热潮。但创意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技术化、同质化、
套路化等，需要引起注意。

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紧张、反叛
到形成良好互动。《青年文学》“灯塔”栏目由“90后”作家对话
自己文学路上的精神导师，搭建了文学大家和青年作家的交
流平台，用最优秀的文学观念激励年轻人成长。不同代际作家
从断裂到创作接续、精神传承，共同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蓝
图。但何同彬曾提醒，当青年人很自然地从前辈作家那里继承
了一整套80、90年代的美学、政治学遗产：正确地“写”文学和

“谈论”文学，也容易被纳入到某种规范中，缺乏突破的勇气。
新媒体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内容生态，也孕

育了新的创作者和读者。从最初的豆瓣、ONE·一个、简书到如
今的小红书、B站、知乎，新媒体生成了许多新的文学场。平台
的风格也影响着创作的风格，比如小红书上的创作以诗歌为
主，大多是即兴创作，句子简单、情绪直白、风格口语化，内容
贴近普通人的日常，一种是表现“年轻人在现实与理想鸿沟之
间的彷徨、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种是记录

“生活中触手可得的时刻”，靠描绘日常细节和展现生活化的
场景来赞美生活中的美好。这些“有感而发”的书写与“深感共
鸣”的阅读可以用来治愈年轻人的精神内耗、提供安抚的情绪
价值。这些诗歌采取了图文结合的形式，不只写在纸上、平面，
还写在墙上、树上、车上、砖头上，任何物品都可以变成诗歌的
载体。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年轻人留在互联网上的生活印
记。（张文曦：《“小红书上的诗人能叫诗人吗？”》）

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涌入新媒体平台，他们注重日常生
活的自我呈现，主动参与到自我形象的建构中来，依靠独特的
气质和读者产生亲近感，成为自己作品的传播者。焦典、叶昕
昀等青年作家在小红书上开设账号，发布文学活动、回答读者
提问；畅销书作家周宏翔分享的更多是日常穿搭、休闲娱乐、
家居装饰；贵州青年作家李世成在社交媒体上介绍投稿经验，
分享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来“安身立命”；龚万莹持续记录从英
国硕士、外企白领转型为作家的心路历程。也有青年作家借助
新媒体将创作变为一场“事件”，在事件中凸显自己的鲜活形
象。杜梨在英国获得英语现代文学和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回国
就业之路却屡屡遭遇挫折，创作热情被逐渐消磨。直到有一天
她获得去颐和园上班的机会，将在颐和园工作的经历写成一
篇非虚构《在颐和园，我为人民服务，人民千姿百态》，在看似
枯燥乏味的工作中不断挖掘日常生活的传奇，迅速火出了圈。
陈春成的作品最早发表于豆瓣和微信公号，吸引了一批忠实
的读者，这些个性、自我的“Z世代”在陈春成身上倾注了强烈
的自我，更从他身上看到一种新的可能——用想象和创作来
安顿身心、重构人生。

聚焦微观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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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介越来越变成青年人的栖息地，提供给他们主流
生存之外的别样可能，也提供给青年作家源源不断的创作素
材。张怡微《四合如意》就聚焦于社交媒体，描写微信、豆瓣、
拼多多等社交软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察当下青年一代
如何在表情包、弹幕、播客、直播构建的电子丛林中表达自
我、传递情感、找寻生活的真相。张怡微认为“社交媒介”正成
为当代世界青年文学的关键词之一，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年轻
人基于共有的社交符号来建设心灵生活、情感生活，并呈现出
通俗的、虚拟现实的叙事样态，这使得不同语言、民族之间形
成了情感“想象的共同体”，为彼此加深了解、相互交流提供了
可能。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青年作家观察世界的角度发生变
化，他们习惯从细小幽微之处着眼，将生活里微小的细节不断
放大、近距离取景。故乡的风物是沈书枝的创作素材，《八九十
枝花》里她以寻常可见的植物打猪草、艾蒿、鼠麴草、葛、白茅、
斑茅为中介，勾连起家乡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渲染一种熟
悉的乡土氛围。在一段回忆里常出现数十种动植物，它们不是
被观赏的客体，而是通过互动与主体融合在一起，被赋予了情
感，这种情感让有过南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能感同身受，像
回到自己的童年家乡。这种新媒体随笔聚焦的是“物”，背后传
递的还是情，这份情成为都市年轻人空虚心灵的一种抚慰，也

成为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受到追捧的原因。
青年作家擅于挖掘人性的幽微之处和平静生活的暗流，

他们对时代经验有着敏锐的捕捉，但对现实的处理比较“悬
浮”，总是用虚拟世界的经验来和现实经验进行碰撞。有研究
者发现青年小说家笔下的世界是由现实生活与媒介空间共
有的素材所构建，这令他们的叙事往往超越了现实逻辑，形
成了某种戏剧性与震惊感。他们常通过观看一部电影、阅读
一篇公号获得启发，然后将人物置于某种困境，以便把个体
命运书写得跌宕起伏、把复杂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作
品叙述腔调或简洁、冷峻或采用方言，有些还会加上地域风情
和奇幻想象，形成所谓“风格”。但篇幅不会太长、局部精彩，看
似具有异质性其实仍是“标准化生产”，缺乏对于时代、社会的
更深刻思索。

不断退回自我、在社交媒介上经营小天地成为很多年轻
人回应时代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年轻人努力走向世界、勇
敢敞开自我。刘子超近年一直从事旅行书写，《午夜降临前抵
达》的地点是欧洲腹地，《沿着季风的方向》前往南亚深处，《失
落的卫星》记录作家九年间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神秘的邻
人之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的经历。刘子超不只描写某个地方，而是
详细记录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过程，勾勒出不同地缘
板块间的牵连，具有一种全景意识。他能将景观、人文与历史
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的研读、遗迹的追寻、寻常生活
的拜访、与当地人的交流、在社交软件上的潜伏，来全面、立体
地展现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过去游记借景抒情、更强调主
观感受不同，刘子超很少过分发表个人见解，而是让景观、历
史、当地人成为主角，作品里展现出青年一代罕有的世界视野
和文明史视野。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的文学作品，与其
他“素人写作”不同，他没有将重点落在描绘苦难上，也不回避
工作中出现的仇恨、恼怒等负面情绪，这些在事后追忆中写成
的工作经历，渗透着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态度与反思：生活中
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
有决定意义。第二本书《我比世界晚熟》充满了深刻的自我剖
析，坦承20年更换19份工作是因为敏感内向、道德洁癖、社交
恐惧、过度内耗的性格使然，《生活在低处》追溯童年成长经历
和原生家庭对他性格造成的影响，这些不断深入的反躬自省
提供了一代青年珍贵的思想文献。

跨媒介叙事与新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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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文学与其他媒介之间的转化更加顺畅。青年
作家通过影视改编成功“出圈”，李娟《我的阿勒泰》获得巨大
成功、郑执《仙症》改编为《刺猬》、张悦然《大乔小乔》改编为
《乔妍的心事》，中国作协“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里青年
创作占有很大比例。青年作家也自己担任编剧，双雪涛横跨
文学和影视，班宇是《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郑执把自己
的《生吞》改编为《胆小鬼》。他们在创作开始就融入了影像思
维，不光借用悬疑、侦破等类型元素，还把人物的复杂行为与
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相结合，让人物命运和时代之间发
生更紧密的关联，再带出时代氛围下的群像，引起不同年龄段
人的共情。

新媒体时代，文学、电影、电视、短视频、音乐、摄影、动漫、
游戏等不同艺术形式相互影响。“新东北作家群”的成功就离
不开新媒体上“东北文艺复兴”的浪潮，说唱摇滚、二人转、短
视频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增加东北的能
见度。如今社交媒体流行一种名为“县城文学”的美学风格，以
摄影和短视频为表现形式，以灰暗色调、破旧背景和压抑表情
为美学特征，以穿着复古的年轻人为表现对象，配上忧伤的音
乐、充满怀旧气息，展现县城生活的忧愁和无奈，唤起人们对
时代的记忆。

“县城文学”流行背后关乎长久以来文学、电影对于县
城的呈现，青年对于县城的认知被加上了文艺的滤镜。贾樟
柯“故乡三部曲”、王宝强《hello，树先生》、毕赣《路边野餐》
等县城题材作品，成为青年人必备片单。影片不光具有独特
的美学风格和充满隐喻的空间设置，也展现了县城人的精
神状态和生活日常，他们总是想要逃离县城，但很快被“世

界”撞得头破血流重又返回县城，对县城充满着又爱又恨的
复杂情绪。

青年作家也一直将小镇、县城作为书写的对象。在中国社
会结构里，小城镇介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市民、
坚守与抛弃之间，是一个“中间物”，也是中国各种复杂矛盾的
最基本载体，这种空间的过渡地带刚好被青年作家用以比附
人性的“灰色地带”。小城镇本身缺乏历史，更多承载着小城镇
人具体、细微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时常表现为无
聊、苦闷、荒诞，但又暗含着躁动、愤怒，随时有爆发为社会暴
力事件的可能。从“70后”的张楚、阿乙、曹寇到更年轻的魏思
孝、郑在欢，都擅于挖掘“普通”之下的“传奇”、“平静”之下的

“躁动”。
县城文学、县城电影共同演变为社交媒体上的“县城美

学”，把“县城”变成了一套可批量复制的视听符号、一种简单
传播的表达模板、一种容易被感知的氛围，而不再是一个真实
具体的地点。（肖楚舟：《社交媒体的“县城”想象》）在千篇一律
的县城创作中，颜歌《平乐县志》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她笔下
的城镇别有一番风貌，热气腾腾、活力十足。《平乐县志》写了
平乐镇各条街道，宝生巷、江西巷、千牛巷、西门七仙桥、老东
街，还写了县委、天然气公司家属院、县政府家属院、邮政储蓄
银行、仙客来宾馆、金典影楼、绿道公园、龙腾火锅店、肯德基
等大大小小的空间，每个空间都聚集着一群人，不同人群之间
又相互认识，或有亲戚关系或年少曾经遇见，串联为一个整
体。生活在异国的颜歌把书写县城当成重返故乡的一种方式，
把自己置于其中，幻想人物走过的路线、见过的每个人、吃过
的每餐饭，想象如何应对他们经历的场景、以他们的方式说
话，让这个世界尽可能鲜活起来。其中对于县城官场的书写更
具有挑战性，颜歌成功塑造了县志办主任傅祺红这一角色，这
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官员，他不光喜欢阅读、懂一些诗赋，也一
直用文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性格里有理想主义、不妥协的一
面，也有迂腐不通人情的一面，还带点文人的狡猾，关键时刻
为了上位也会出卖别人。这样复杂的人物在中国庞大的官员
体系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不应该被青年作家所忽视。

文学与新的媒介文化生产也展现出某种同步性。青年人
生活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相似，
这时就需要一种新的空间创作来重新凸显差异性，于是短视
频里出现了大量对于风景、民俗的展示，使年轻人了解多元的
地方文化和丰富的风土人情。在文学领域，同样出现了以林
森、王威廉、陈崇正、林棹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新南方写作”，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新南方”不光是区位的概念，更是文化概
念、语言概念、美学概念。“新”在不是指传统的江南地区而是
指华南地区；“新”在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而是现代主
义、浪漫主义的先锋、实验创作；“新”在对地方巫文化、魔幻现
实的再现和南方城市科技感、未来感的渲染，加上方言俚语的
运用带来的新的审美可能；“新”在表现对象不仅是地理、风俗
与语言，还有科技、海洋、历史、革命等内容；“新”在不光是文
学创作，还有电影、流行歌曲等不同艺术形式。但如何既凸显
地方特色又能促进不同地区文化间的融合、弘扬共通的文化
精神，“新南方写作”需要继续拓展。

新媒体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助推作用，为他们提
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多元的传播方式，聚集了一批新的文
学读者。但也造成一些问题，比如青年作家开始出现数字思
维，越来越注重作品点击数和直播间的观看人数，把数量级视
为“出圈”的证据，却忽视了这个数字的有效性：是否真的有人
从头看到尾，还是只看一眼就关闭了页面？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受到关
注，但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却鲜见他们的身影。青年
作家的乡土题材创作比较缺乏，代表有马金莲《亲爱的人们》，
以80万字的厚重篇幅反映西海固脱贫致富过程，展现出一幅
中国西部的山乡巨变图，涉及易地搬迁、脱贫攻坚、中国西部
发展等关键事件，选取的西海固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要样本，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刘大先去往羌族自治县
北川挂职，放下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而深入生活中以“北川
人”的身份进行表达，《去北川》对北川的人文历史、地理变迁、
风物传统、产业发展进行了既有微观感受又有宏大视野的书
写。这样的创作需要大量的走访调研，需要对新乡土中国有发
现眼光，需要耐心观察生活、与陌生经验碰撞，需要选取典型
人物进行塑造、写出他们的能动性，而这显然是新媒体所无法
给予的，也是人工智能无法生成的。青年作家应该积极利用却
不依赖新媒体，更应该关上手机走出书斋，去到陌生的乡村、
去往更广阔的田野沉潜，矫正自己的现实感，描绘更美丽的中
国风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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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的青年写作
□霍 艳

丁东亚、于枭、于博、于潇湉（女）、万宏、丁颜（女，东乡族）、马
亿、马文秀（女，回族）、马伯庸（满族）、马武君（回族）、马金莲
（女，回族）、马南（女）、马犇、马婷（女）、马慧聪、丰杰、王小
朋、王小相（女）、王太贵、王丹、王方方、王玉珏、王正茂、王二
冬、王刚（水族）、王江江、王苏辛（女）、王怀誉（三九音域）、王
君心（女）、辛酉、王昆、王国平、王明明、江非、王爱（女，土家
族）、王威廉、王选、王彦明、王小枪、王晓敏（一度君华，女）、
王海雪（女）、穆萨（回族）、杜梨（女）、王闷闷、王熠（冰天跃马
行，女，满族）、王薇（女）、王占黑（女）、韦廷信（壮族）、见傲博
（轻泉流响）、牛利利、牛健哲、文珍（女）、巴燕·塔斯肯（哈萨
克族）、艾诺依（女，回族）、石一枫、龙凤碧（女，苗族）、龙亚平
（女）、阿微木依萝（女，彝族）、卢桢、叶仲健、叶昕昀（女）、申
大鹏（风圣大鹏）、申东辉、田宏伟、田原也（壮族）、田博、田
鑫、史鹏钊、史鑫阳（沐清雨，女）、冉也、丛治辰、冯娜（女，白
族）、城鸦（女，藏族）、司敏之（女）、加主布哈（彝族）、废斯人、
朴珍华（女，朝鲜族）、朴婕（女，朝鲜族）、吕东亮、吕铮、朱丽
军、朱铁军、朱婧（女）、伍倩（女，土家族）、任禾（会说话的肘
子）、木木（女）、向迅（土家族）、多杰才旦（藏族）、刘小波、刘
汀、刘永涛、刘阳（冷光月）、刘谷雨（女）、刘林山、刘金龙（胡
说）、刘炜（血红，苗族）、刘星元、刘俊昌、刘奕辰（奕辰辰）、黑
铁、羌人六（羌族）、刘琦（水千丞，女）、顾拜妮（女）、闫艳

（女）、米可（回族）、江源（齐佩甲）、汤成难（女）、安仁、安然
（女，满族）、祁发慧（女）、许玲（女）、许诺（女）、诺米姐姐
（女）、孙一圣、孙伦熙、孙全鹏、孙红（女）、孙昱莹（女）、孙频
（女）、孙睿、贠淑红（女）、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严
新（极品妖孽）、苏东宁（柠檬羽嫣，女）、苏勇、杜叶（秋日落
叶，女）、李寂荡、李子（女）、李长青、李东、李司平（傣族）、李
达伟（白族）、李伟长、李知展、李壮、李英俊、李卓玛（女，土
族）、三三（女）、李春华（女）、宝树、李音（女）、李畑熠（女）、李
桂玲（女）、李唐、李涛（净无痕）、李衔夏、李遨（银月光华）、李
路平、李枭、李静（女）、李蔚超（女）、李咏瑾（女）、李黎、李德
南、李濛濛（女，彝族）、李璐珊（柳翠虎，女）、杨万勇（牛凳）、
杨丰美（女）、杨云龙、杨知寒（女，回族）、杨汉亮（横扫天涯）、
杨则纬（女）、杨庆祥、杨郑（青鸾峰上）、杨不寒、杨辉、甫跃
辉、来颖燕（女）、肖千超、肖睿、吴小龙、吴洲星（女）、吴素贞
（女）、吴越（女）、何亦聪、索耳、何健（天瑞说符）、余同友、余
洁玉（女）、邹超颖（女）、宋宁刚、张艺（女）、张玉龙（存叶）、张

玉明（女）、张正东（醉虎）、张象、张伟、张伟锋（佤族）、张小
泱、张丽（女）、张利冰（女）、张佑晨（女）、张金平、张者、张威
（唐家三少）、张振、张桐英（女）、张栩（匪迦）、张晓光、张悦然
（女）、张培忠、张维阳、张期达、路魆、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女，哈萨克族）、陈文东、陈小手、陈进、陈美者（女）、陈晓斌、
陈涛、陈培浩、陈萨日娜（女，蒙古族）、陈崇正、陈楸帆、陈锦
丞、陈磊（男）、邵珠（狂奔的蜗牛）、苑希磊、胡安焉、小饭、林
东林、欧阳国、尚攀、罗布次仁（藏族）、吟光（女）、岳雯（女）、
周华诚、周李立（女）、周宏翔、周荣池、周恺、周敏（女）、周睿
智、周燊（女，满族）、庞羽（女）、郑义存（季越人）、郑在欢、郑
朋、金戈（黎族）、孟小书（女）、去影、孟醒（言归正传）、降初
（藏族）、项静（女）、赵元梓（女）、赵卯卯（女）、赵序茅、赵依
（女）、赵星龙（胜己）、四四（女）、七堇年（女）、赵筱彬（女，蒙
古族）、赵磊（我本疯狂，瑶族）、赵儒军、胡竹峰、胡性能、胡革
平、胡毅萍（古兰月，女）、南飞雁、钟永兴、钟红英（女，畲族）、
段子期（女）、修新羽（女）、闻婷（女）、姜戎（女）、洪光越、姚海

军、姚博浩、娜仁高娃（女，蒙古族）、贺予飞（女）、贺秋菊
（女）、贺璞（女）、秦萤亮（女）、青蓖（女）、班宇、袁子弹（女）、
原野、袁绍珊（女）、袁野（爱潜水的乌贼）、莫华杰、索南才让
（蒙古族）、索朗加措（藏族）、贾为（女）、贾秀琰（女）、贾若萱
（女）、贾燕平（北川云上锦，女，壮族）、顾适（女）、晏菁（女）、
钱幸（女）、徐小雅（女）、徐文艳（飘荡墨尔本，女）、徐则臣、徐
刚、徐兆正、徐春林、徐南燕（红刺北，女）、徐相同（女）、徐衎、
榆木、徐海蛟、池上（女）、徐晨亮、徐瑾（女）、高天（女，满族）、
高阳、高英英（女）、高俊夫（远瞳）、高密、高鼎文（我会修空
调）、郭沛文、黄丹丹（女）、黄平（满族）、黄楠、陆奥雷、曹世
凯、曹永、余退、曹敬辉、龚万莹（女）、常佳（女）、崔庆蕾、崔红
霞（女）、作道（女，朝鲜族）、崔健（女）、草白（女）、康岩、康雪
（女）、康璐（女）、梁书正（苗族）、梁甜甜（女）、梁超（颓废龙）、
隆玲琼（女，土家族）、彭敏、诺亚（女，土家族）、葛小明、蒋在
（女）、蒋锦璐（女）、蒋话、韩松刚、韩治文（蒙古族）、韩路荣
（寒露，女）、沙冒智化（藏族）、程皎旸（女）、程婧波（女）、傅炜
如（女）、傅逸尘、焦冲、焦典（女）、鲁敏（女）、金朵儿（女）、江
子、曾散、曾攀、温建生、渡澜（女，蒙古族）、鄢冬、鲍远福、蔡
东（女）、蔡崇达、蔺晓东、谭健锹、熊生庆、熊红久、薛玉玉
（女）、薛菲（女，藏族）、薛超伟、薛舒（女）、衡夏尔、戴萦袅
（女）、戴潍娜（女）、魏思孝、魏巍（土家族）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名单
（37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