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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鸟之两
翼、车之双轮，新时代文学的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文学批
评，更离不开高标准的文学理论话
语体系的建构。

9月3日上午，全国青年作家
创作会议平行论坛“加强青年文学
理论评论队伍建设”在京举行。广
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
培忠，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
俊以及青年作家、学者、评论家代
表与会研讨。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
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文艺批
评的社会作用。在张培忠看来，文
艺批评是重要的事业，也是寂寞的
事业。“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
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他认
为，本次论坛充分展示出青年批评
家的风采，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文
学理论话语体系有着很强的启示
性。青年批评家要坚定理想信念，
继承文学事业的光荣与梦想，永葆
对美与真理的追求。

论坛伊始，王军介绍了中国现
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基本情
况。他谈到，不断健全完善青年作
家培养工作机制，要统筹包括中国
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内的工作
机制。中国现代文学馆从2011年
开始建立客座研究员制度，至今，
已有11届、共110位青年批评家
加入“客座”队伍，成为中国文学
批评的重要力量。他表示，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出成果
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
相贯通”的改革任务，离不开发挥
好文学批评的“明镜”与“利器”
作用。

本次论坛分为三场讨论，第一
场以“批评生态与青年行动”为论
题。《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江
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韩松
刚、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
研究所所长助理张维阳、云南民族
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李濛濛、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专任教师徐
兆正等6位青年学者作主题发言。

多年间，关于文学批评有效性
的讨论从未停止，“文学批评缺席
了吗？”仍是对于当下批评生态的

“天问”。来颖燕认为，批评是另一种文学的风景，美学的判断和人格的
力量是文学批评的关键和骨架，青年批评家要回到“青年的起点”，再
造真正的“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才能让批评具有长久的生命
力。她谈到，作家与批评家共处于“回音室”的循环之中。批评家是深
入文学现场的叙述者，在文学现象、话题、群体、概念不断被“命名”
和“论证”的过程中，批评与创作得以互相激发和成全，新的生长点和
发展潜能也会随之出现。项静表示，今日批评家的职责与传统意义上的
批评家已经有所不同，批评家应该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以探索者
和学习者的心态重新去理解不断变化的文学和时代。同时，批评家要创
作属于当下时代的批评文体，运用精确、生动的文学语言，寻找自己的
批评“腔调”，继续发挥沟通社会、读者和作家的桥梁作用。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媒介迭代与文学批评的新变”。上海文艺出
版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李伟长，信阳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吕东亮，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鲍远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
庆蕾，《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刘小波，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朴婕等
6位青年学者作主题发言。

信息时代向青年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伟长谈到，面对媒体
迭代，批评家不能只是被动适应，而要融入其中积极参与，同时，要避
免在新媒体的裹挟下形成信息茧房。谈及《遥远的救世主》《繁花》《我
的阿勒泰》等作品的影视改编“反哺”文学，他表示，批评家要时刻思
考文学如何抵达到人，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要洞穿“中心”壁垒，警惕
唯畅销论和唯市场论，将单一中心变为多个散点中心。“平等地对待每
一本书，平等地对待每一位作家，才能无限趋近于理想的、平等的文学
批评生态。”

“媒介变迁真的带来批评新变了吗？”刘小波认为，目前媒介变迁带
来的批评新变，主要指向的是“微批评”的兴盛，许多纸质刊物都在努
力探索传统刊物媒介化的路径，以期呈现一种新的复合形态的批评文
本。“这些形式仍然是基于传统纸质媒体提供的内容，新变之‘变’目
前来看或许还是新瓶装老酒，期待未来能有一种全域性的批评文本出
现，才能探索出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时代的批评新样本。”同为学术期刊
编辑，崔庆蕾深刻地感受到媒介迭代带来了文学本体的泛化、文学形态
的多样化和文学边界的模糊化。传统的批评形式在当下依然重要，但符
合新的传播形态和阅读习惯的新批评样式同样重要。青年批评家要有自
觉的文体意识，努力创造新的批评文本形态，使批评文本更好地进入现
代传播体系，抵达更多的读者。朴婕谈到，媒介迭代重构了我们的文化
常识，文学与艺术产业的深度融合、科技发展对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AI写作”模式的逐步成熟、多媒体言论空间的打开等，都是新媒体时
代的青年批评家需要面对的新现象。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创新与繁荣的基石。第三场讨
论以“文化传承与当代书写”为论题，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卢桢、西南
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魏巍、《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32179部
队副研究员许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亦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
协办公室主任姜戎等6位青年学者作主题发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回归传统是抵达世界的一条有效途径。”卢桢表示，越来越多
的批评家和评论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视其为文学精神的载体，
如关注创作和影视剧中的“古风热”、当下历史书写的新倾向、引入传
统器物文化的重要视野等。曾攀表示，新时代的青年批评家应该承续传
统，用批评之眼透视当代文学风景，继续维护、创造健康良好的文学批
评环境。

贺绍俊在学术总结中谈到，“当下的文学理论评论需要真诚的批评
和争鸣的态度，青年批评家要勇于肩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敢于
做求取真经的人”。他认为，所谓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应该允许不同
的批评方法、批评形态共同存在，相互对话、彼此互补，各自承担不同
功能，共同构成一种立体化的、动态的、开放的文学批评系统。“改革
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但至今仍
未完全实现。建设新时代文学的批评生态，需要更多青年批评家的共同
努力。未来就靠你们了！”

科普科幻文学是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优秀的
科普科幻文学作品不仅能带给读者心灵上的震撼，更
能引发大众对人类命运、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重大
问题的深入思考。9月3日上午，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
平行论坛“科普科幻文学创作前景”上，与会的青年
作家、评论家展开热烈讨论，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看
法。论坛由中国作协社联部权保处处长孟英杰主持。

国家天文台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团组首席科
学家陈学雷从自己的研究和科普工作出发，谈及科普科
幻文学与科学研究的紧密联系。作为成长于20世纪80
年代的中学生，受国内科幻热潮的影响，他阅读了大量
的国内外科幻作品和科幻杂志。在他看来，与科学密切
相关的科普科幻文学作品，不仅对不少科学家投身科学
事业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能够通过激发读者的
好奇心，让大家对自然、对未来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天文领域勤恳耕耘40余年的北京天文馆原馆长
朱进，始终保持着仰望星空的习惯。他表示，天文观
测关注更广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许多未知现象，其研
究的出发点并不是研究是否具有应用价值，因此需要
观测人葆有一颗强大的好奇心。“科普科幻作家同样需
要一颗强大的好奇心，因为宇宙永远都会超出我们的
想象，希望大家能够在宇宙的广袤天地中不断探索、
发现和创造，为我们带来一部又一部充满惊喜和启示
的科普科幻文学作品。”

《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也很认同科普科幻文学
对科学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一有机会就会长成参天
大树”。他谈到，近年来科普科幻文学的大发展离不开
相关政策和奖项的支持与推动。尤其是作为“中国文
学走出去”优秀代表之一的科幻文学，在世界科幻文
坛上愈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建
立自己的风格和独特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作
品质量，值得每一位青年作家沉下心来认真思考。

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从事科普科幻文学写作已有
多年。他认为，发展科普文学非常重要，因为科普文
学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并投入科学事业中。近年来，
中国科幻文学引起世界文坛广泛关注，青年作家更应
该严格要求自己，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作品质量上，
与优秀编剧、导演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幻文
学的多形态转化和发展。

青年科幻作家宝树注意到，中国科幻文学已经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影响力。这
些变化和一系列时代因素相关。他谈到，历览世界科
幻史，一个国家迎来科技革命、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
之时，往往也是科幻文学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因
为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或者说对
想象的需求被激活了。”他建议，科幻作家可以将目光
投向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中找到更根本的精神源
泉，打开理解现实与未来的新维度。

青年科幻作家程婧波从与外国友人分享唐诗《春
江花月夜》、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以及一同观看中
国探月工程视频的经历谈起。在她看来，传统与流
行、古老与现代，正在科普科幻文学中发生着奇妙的
融合。科普科幻文学作为理解现实、适应时代的文化
桥梁，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在科普科幻文学的世界
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探索者和梦想家。”

身兼科幻作家和高级城市规划师两重身份的顾适
谈到，城市规划是在计划一个真实的未来，按部就班地
勾勒城市发展的蓝图；而科幻小说作家则是在虚构一个
依靠想象力推演出来的未来。“但我越来越能感受到，未
来正在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认知与习
惯，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逐渐变为现实。”她
认为，科幻作家只有真实地面对当下的生活，才能在作
品中注入灵魂，才能写出具有时代质感的作品。

重庆移通学院专任教师、青年科幻作家段子期以
科幻迷之间常用的“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问候语
手势开场，谈到此中蕴涵的科幻文学的愿景：观照生
命、文明与时空中的事物。在她看来，当下的中国科
幻文学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正在茁壮成长。对于青
年科幻作家而言，如何创新，如何开阔自己的视野，
如何将中国科幻之路走得更远更广，既需要每个人不
断探索，更需要青年作家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

泰山科技学院科幻学院教师高阳从自己的理解和
实践出发，谈到对科普科幻文学创作的认识：“我们对
科普作品的要求是内容准确科学，以严谨的态度呈现
专业知识，确保所传达的信息真实可靠，不误导读
者。”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科幻作家本身也应该是一个
科学爱好者。科幻文学创作离不开“科”这个核心，
青年作家应该主动关注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学习了

解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创作。
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青年作家

王威廉直言“很受大家发言的启发和鼓舞”，他从“自
然现实”“文化现实”“科技文化”3个层次反思“现
实”的丰富含义，号召青年作家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对
现实的影响。具体到科幻小说的创作，他说：“科幻小
说一方面要重视小说的文体魅力，另一方面也要书写
故事背后的价值层面，这样我们的科幻文学写作才能
展现出一种更加开阔的气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婧将博物学、自然
教育以及跨学科文学批评的视角引入科普科幻文学创
作中，她谈到，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
在，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显得愈加重要。因此，研究科
普文学，跨学科本身产生的多维度的话语交会也是重
要的途径和方法。她从科普写作领域的叙事范式、博
物学的认识方式和精神对于科普写作的启发，以及当
代科普写作现场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提供了新
的观察角度。

“科普文学的创作前景是十分光明的。”长期从事
科普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陈磊激动地说道。在他看
来，科普文学不仅有普及知识、造福大众的重要的社
会价值，也因人民群众对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有不
可忽视的经济价值。他热切期待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行
业中，一同为科普科幻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青
年作家秦北的写作主要聚焦于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领
域。芯片是一个科技与工业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行业，
又与风云激荡的全球经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这个
行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座、基石，它的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更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是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他希望能够用文学的
方式通过写芯片，记述国家、民族是如何不屈不挠、
有志气有勇气地冲破关隘，完成历史使命的。

在自由发言和互动交流环节，张栩等作家谈到，
科普科幻文学创作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长，读者群体
日益壮大，跨媒介改编需求旺盛。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太空探索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也为科普科幻作家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未来，可以充分
发挥影视工业放大器的作用，激发更多人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推动科普科幻文学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推动科普科幻文学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推动科普科幻文学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科普科幻文学创作前景”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许婉霓 杨茹涵

9月3日上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进入平行论
坛环节，10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同时进行，其中，以

“抓作品 出人才 营造良好文学生态”为主题的讨论吸
引了众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人和文学工作者
的关注。对作家来说，作品是立身之本，他们期待听
到恳切的建议，得到有力的支持；对编辑和出版人而
言，他们搭建平台，希望发现真正的文学新苗；而对
于作协组织来说，做好“人的工作”，厚植文学土壤，
营造良好文学生态，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这一
切，都是为了让更多优秀作家作品“被看见”。论坛现
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十月》杂志执行
主编季亚娅和近40位青创会代表参加讨论。论坛由
《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主持。

创新体制机制，为作家成长成才搭建平台

如今，文学生态正发生着巨变，与之相对应，只
有创新体制机制，才能真正搭建有利于作家成长成才
的平台。李红强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年来发现、
扶持青年作家的深厚传统和创新举措，从青年作家扶
持计划、名刊重推计划、年度精选计划，到立体化推
广、文学行读、影视版权转化，再到名编辑培养、央
地项目合作、文学评论支持……他说，人民文学出版
社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希望以作品和作家
为核心，让作品抵达广大读者。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表示，在小说《山乡巨
变》的诞生地，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正努力传承周立
波精神，锻造新时代文学湘军。他说，周立波留下的重
要经验，其中就有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辅导、培训，把刊物
打造成为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要阵地，同时将“传帮带”落
到实处。“我们邀请省内外作家、编辑进行‘四季改稿’活
动，既有线上又有线下，既有重点扶持作品又有初学者
的处女作，这对大家帮助很大。”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文东说，山东作协一直着力
厚植有利于青年创作人才成长的土壤，大胆创新完善
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人才发现机制、以高研班为平台
的人才培养机制、以签约作家为抓手的人才扶持机
制、以研讨会为主要途径的人才推介机制、以会员服
务与管理为基础的人才呵护机制。“培养造就青年文学
人才队伍，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需要文学同仁共同
思考、一起破题。”

“抓作品出人才，是文学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好

像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卷’过，有想法的作协、文学期
刊和出版社，都是新招、奇招不断。”《雨花》编辑部主任
向迅如是说道。为此，《雨花》也在不断创新，除承办“雨
花写作营”外，还重点打造“绽放”“雨催花发”两个专门
推介青年作家的栏目，同时不定期策划推介青年作家的
小辑，使他们受到更多关注。

“要立足地域特色，鼓励青年作家抒写、讴歌新时
代。”福建省作协秘书长钟红英介绍，近年来福建省作
协积极完善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机制、培养机制、宣
传推广机制，鼓励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当地青年作家
以“新时代福建山乡巨变”、海洋文化、朱子文化、船
政文化等“闽派”文化为支撑点，倾情抒写福建故
事，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打破传统边界，拓展文学疆土，实现
共同“破圈”

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为文学带来了机遇和挑
战。季亚娅从《十月》办刊传统谈起，延伸至对互联
网时代的文学环境、文学“破圈”之道及多方形成合
力的思考。她认为，文学要“破圈”产生更大影响，
需要多方发力、深度合作，打破传统边界、拓展文学
疆土。“我们需要打开更大的视野，向外看去，比如可
以从跨地域联合、跨语际联系等方面探索传统文学媒
介的变革和发展。”

“做刊物要思考定位问题，优势在哪里，局限又在
哪里？”《山花》主编李寂荡介绍了刊物从地方辐射全
国的经验。他说，我们的工作重心在发现新人，重要
的是发现真正有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从国内到海
外，《山花》的视野一直在扩展，同时也在传播上下足
力气和功夫，从而让刊物实现跨界“破圈”。

《江南》编辑傅炜如建议文学期刊编辑和出版社编
辑多交流，好作者可以重点关注、合力培养，也可以
与影视公司合作探讨IP转化。她说，作家创作、编辑
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要形
成联动机制，为文学精品赋能，推动文学精品的传
播、转化。

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编辑王小相讲述了她对文学
“破圈”的思考，她说，新媒体的崛起为文学的传播提
供了新的机遇和渠道，不过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数
字化的时代浪潮中，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在出版传统期
刊、书籍等纸质作品的同时，可否以数字方式发行销

售，为读者提供更多阅读渠道。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今年刚加入中国作协，这是

她第一次参加青创会。她认为，在这个AI逐渐进入人
类生活的大数据时代，要创新合作模式，构建文学传
播的新生态。比如编辑要更加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与
读者需求，策划专题、栏目，引导作家创作既有深度
又具时代感的作品，让文学杂志具有“追看性”，同时
多利用新媒体渠道，将最精华的内容推送给大众，让
不了解文学的人，也能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看到文
学、爱上文学。

营造良好生态，壮大文学新力量

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学生态，需
要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人共同营造。内蒙古文
联副主席闫艳认为，作协应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作
用，通过持续举办面向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培训
班，发现一批文学人才，壮大文学新力量，拓展作家
新视野。“我们十分重视基层作家的培养，一直努力为
他们构筑起‘没有门槛和围墙’的文学讲堂，打通文
学普惠大众的‘毛细血管’，让优质的文学课堂和文学
教育资源‘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疆文联副主席熊红久说，新疆作协始终坚持高
位推动构建文学发展新格局，多管齐下营造精品创作
好生态，凝聚合力培育文学人才上水平。刘亮程的
《本巴》、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等，都是这片土地上
诞生的优秀作品。“我们一直将文学人才培养作为基础
性、长远性工作来抓，这有效地促进了作家创作的积
极性，也让作协的凝聚力得到极大提升。”

安徽省作协副秘书长余同友坦言，要营造良好文
学生态，首先得弄清哪些方面是亟须改善的。“我们经
常到县里进行公益性文学讲座，会发现参加的多是中
老年人，各种文学社团也在减少。”他认为，增加文学
人口要从校园开始，引导更多人过一种“文学的生
活”，让文学活动走向更广阔的疆域。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王正茂说，人才培养某种程度
上是“天时地利人和”，作协组织、出版社、文学期刊
等要多方协作提供平台机会、创造条件，让文学人才
脱颖而出。“大家都知道甘肃的‘文学八骏’评选，目
前已囊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网络文学、散文等
体裁，发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是我们抓作品、
出人才，营造良好文学生态的有益探索。”

让更多优秀作家作品“被看见”
——“抓作品 出人才 营造良好文学生态”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张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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