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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关注“70后”作家的创作新变 ——

“他们比想象的更有力量”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今天，当人们谈起“70后”作家时可能会
露出迷茫的表情——他们是谁，写了什么，
写得如何……可要是说起“50后”、“60后”和

“80后”作家，便不会有如此多的空白。很长
时间以来，“70后”作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
前后几代人遮蔽，尽管他们始终在以文学的
方式存在并思考着，从个体出发探寻人与世
界的关系。

其实，自上世纪 90 年代“70 后”作家首
次引起批评界关注至今，这一阵营已经出现
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作家，卫慧、周洁茹、棉
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安妮宝贝、
阿乙、曹寇、路内、梁鸿、徐则臣、盛可以、鲁
敏、乔叶、冯唐、李师江、计文君、付秀莹、慕
容雪村、李修文、张楚、李浩、东君……这个
创作群体内部蕴涵极为丰富和复杂，他们遭
遇了时代生活和文学内部的巨变，因而创作
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承上启下的

“中间代”，他们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
为日后成为真正的“中坚代”而积蓄力量。

为了梳理青年作家的创作态势和创作成
果，总结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的艺术
特色和风格，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寻求对
策，6月5日，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
的新变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30多位在京评论
家及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
部主任梁鸿鹰主持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
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共同主办。

怎么就成了“边缘人”

许多人喜欢用如下说法来界定“70 后”
作 家 —— 边 缘 人 、“ 零 余 者 ”、离 散 的 一
代……这基本概括了他们如今的状态，用胡
平的话说，有点上下够不着、文学市场两边
不讨好的意思。往前，他们没有赶上纯文学
的兴盛，“50后”、“60后”便在那时脱颖而出；
往后，他们又没被市场经济下崛起的通俗文
学所看重，而这已经是“80后”名声大噪的时
代了。这逼迫他们进行着“马拉松式”的写
作，无法寄希望于机遇的突然到来，而必须
通过具有大气象的作品来突围。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一个
属于“70后”的故事，张颐武认为，影片中的
男生张开便是对眼下“70 后”作家最恰当的

概括。“张开坐在坟地边怅然若失，这一代作
家也是如此，他们是坐在坟地边上写他们的
自传。”工业化、城市化让他们无所适从，因
此笔下的人物多是晃来晃去的多余人，与郁
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相似之处。作为在纯文
学濡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试图用现代
主义去驯服资本入侵带来的一切，解决无法
确立自身位置的焦虑。尽管创作实绩摆在那
里，但从整个文化视野来看，还没能创造出
令人瞩目的文化价值。

“漂泊在外，无家可归”是陈晓明对“70
后”作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与历史和文学
离散的一代人。与前辈相比，他们失去了反
抗的对象和资源；与后来者相较，他们又与
消费社会隔着一层。与其说是他们逃离了中
心，倒不如说这是被放逐的一代。每个人难
以归类，是不能够被归纳以及拒绝被归纳的
一代。“漂泊在外，无家可归”是他们写作的
特点，也体现了其写作的意义。

“70后”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常态化
的社会中，并未经历过那些改变国家民族命
运的历史事件，同时他们又从上世纪90年代
多元开放的氛围中获取了思想给养。梁鸿谈
到，这一代人在当时缺乏对历史的自觉，所
以经历了从历史的“不及物”到“及物”的过
程，“在关注历史时开始意识到历史是多元
化的，不仅是大事件构成的历史，同时也是
人的历史、小事件的历史。我们有时可能缺
乏自信和胆识，因为大量阅读经典让我们更
加不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水准”。

“70后”作家变在何处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70后”作家都呈现
出了低调的特点，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
在压力中默默进取，在坚持写作中站稳脚
跟，并逐渐显现出特点。而从上世纪 90年代
被命名至今，这一代人的创作本身也发生了
许多变化。

“以前的作家解决的都是怎么才能吃饱
的问题，这代人开始关注吃饱了以后怎么
办”，李洱认为，这是以往中国哲学和文学中
从未处理过的经验。这与郭艳提出的“在衣
食无忧之后如何面对物质主义生存”的话题
不谋而合，“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性是这一
代作家所关注的”。

施战军提出，“70后”作家的最大特点是
带着体恤和理解看待人并思考“人何以如
此”。在此之前，“50后”善于追问“我是谁”，

“60后”则关注“我怎么了”，“70后”发现了
一个很好的写作方向。他们把关注点聚焦到
个体生命上，不针对所谓的社会历史风云，
而转向文学本该关注的个体生命的遭遇，这
正是经典性写作的特征。

写个体遭际并不意味着只停留在生活
的小切口处，对此，李云雷谈到，“70后”从关
注生命的疼痛感扩展到了更广阔的中国经
验、公共话题，并对其进行有生命感的描述。
创作越来越具有历史感，他们以虚幻、有意
思的方式处理并非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表达
这代人对历史的理解。

写自己曾是这代作家熟悉的路子，然而
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有的人已经不满足于
此。岳雯发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是
以自我为桥梁观照他人，比如在《拆楼记》

《胡文青传》里，对他人的理解就变得无比重
要；而更勇敢的一步，是他们以正面强攻的
方式直接进入历史，探询社会之所以如此的
成因。或许，这代作家最终将告别“经验个
人”，走向一个更宏阔更繁复的世界。

从写作走向创作，或许是“70后”成熟的
标志。杨庆祥谈到，这代作家正从自我抒发走
向对文学史书写的延续和重写，向更本源性的
问题提问思考。比如《六人晚餐》试图追问大时
代格局下人的孤独与隔膜，阿乙的短篇对人
性的复杂进行探究。与这些内容题材相联系，
小说也必然在体裁、形式上出现新的探索。

深受现代主义影响并继承了先锋文学
遗产的“70后”，其审美和艺术风格与前辈也
有不同。白烨以平民视角、冷峻叙事、游戏因
素来概括。平民视角随处可见，求学者、小文
人、都市白领、无业游民等大量进入作品。冷
峻叙事源于作家清醒与怀疑融合的态度，他
们不盲目歌颂、不抽象畅想。因为更看重“意
思”而非“意义”，把游戏性因素带入了文学
写作，从而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张柠认为，“70后”作家的出道带有半
商业半文学色彩，李师江、盛可以、徐则臣
都是如此。《北妹》等在写生活时带有一股狠
劲，而李师江对物体有着独特体验和描摹，
显示出高超的叙事能力，《跑步穿过中关村》
写“北漂”生活呈现出了这代人的精神变

异。他们不是时代的参与者，而是观察者和
思考者。

他们是未来的中坚力量

无论从年龄还是作品来看，此时此刻的
“70 后”作家都处在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
阶段。他们接续了正统的文学传统，汲取了
中外文学经典的营养，经历过文学期刊的淘
洗和训练，经受了市场大潮的洗礼，对历史
和自我都持有审视的态度，目前仍坚定地朝
着选择的方向前行。毋庸置疑，他们将是当
代文坛未来的中坚力量。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李敬泽
对“70后”作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认为，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他们有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中间地带。
因此，他们的境遇以及在中国文学创作版图
中的格局和出路，应该引起评论界和理论界
的关注。眼下，这样一批作家正逐步显示出真
正的力量，他们以创作实绩提醒着所有人，其
最好的作品正在创作中。对这个群体进行整
体考察和估量，对启发他们的创作并由此带
动更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孟繁华认为，这么多年之后，“70 后”作
家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他以几位作
家为例论及其创作成果。他说，魏微的中短
篇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疏异性；李
师江的小说纠正了现代小说建立的“大叙
事”的传统，个人生活、文人趣味等被重新镶
嵌于小说之中；鲁敏既写过去也写现在，她
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小说的重要部
分；东君写与当下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故
事，但就在看似不经意的故事中，表达了他
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的批判；计文君的小说
则典雅、端庄，既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也
融合了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技法和元素。

“他们中毫无疑问是会出现大作家和大
作品的”，吴义勤也看好“70 后”的创作。他
说，批评界还没有对他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用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命名为了解、认识他们
提供了许多便利，但也会遮蔽个体的特色，所
以还是应该更重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
论。这一代人告别了极端化写作，从而使得文
学呈现出更多可能性，假以时日，他们一定能
写出让读者铭记的优秀作品。

据新华社电 6月4日至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文化改
革发展，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加强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
产品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刘奇葆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
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要着力改善文
化民生，按照全覆盖、保基本、促完善

的要求，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采取“反弹琵琶”的方式，推动文化资
源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农村倾
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挖掘丰厚
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具有时代
特色和壮乡风格的文化产业，积极发
展旅游文化产业。

刘奇葆指出，要充分发挥广西面
向东盟的优势，拓展文化交流的内容
形式，用好“广西文化舟”、经贸文化合
作论坛等渠道和平台，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东盟、走向世界，为广西开放发展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要更多地依靠市
场和企业的力量，完善支持文化产品

和文化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推动文
化产品特别是图书、影视类拳头产品
走出去，努力扩大在周边国家文化市
场的份额。

刘奇葆强调，要深入开展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引
导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
然，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要
大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建立
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和活动运行机制。
要深入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活动，提升
质量水平，加大刊播力度，扩大公益广
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好地展示文
明新风，弘扬社会正气。

《带灯》是贾平凹继《古炉》之后又一部
立足乡村世情的小说。自出版以来，该书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主人公带灯是镇综合
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
却又有点不合时宜。她主要处理乡村所有的
纠纷和上访事件，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
的职责，她每天面对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沉
重，内心却不断向上飞升。小说出版后，关
于作者面对现实的姿态、关于理想如何呈
现、理想存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等，都成了
争论的话题。

注重中国经验的表达

贾平凹擅长从一粒沙、一滴水里看世
界，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世界的秘密。
十多年来，贾平凹以他的作品描绘巨幅的、
动态的乡村画卷，在书写乡土的崩溃时深藏
着作家的人文感伤。雷达认为，贾平凹始终
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索着乡土中国的出路，他
进入生活内部的深度在当代是无人能及的。

《带灯》是一部有着理想之光的作品，带灯的
形象是有情怀、有韵味的。这也是一部正面凝
视解读现实的作品，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尖锐
批判隐藏在生活细节中。因此，这是一部注重
中国经验的表达、探索民族灵魂的作品。

吴俊认为，贾平凹是写乡土的代表性作
家，但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写乡村，更在于
他对中国乡村的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带灯》
表明了作家对当下中国政治、人性的思考，是
一部反映历史、现实、人文关怀都很突出的作
品。《带灯》呈现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李星认为，《带灯》的价值在于这部作品
摆明了尖锐深刻的权力批判立场。贾平凹在

注视痛苦的现实的时候，没有仅仅满足于对
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是以“一星弱火”、以
深切的人文关怀显示出他优雅地超越现实局
限的能力。

10 年 4 部长篇，贾平凹的创造力的确让
人叹服。白烨认为，《带灯》激活了贾平凹的创
作，作品的背景放在了新的经济发展点上，表
现的是当下的农村生活。作品对当下社会问
题、生活的把握值得重视，尤其是对当下社会
分离、分化、裂变带来的变化，作者的表达和
思考令人尊重。

李云雷说，带灯是一个在乡镇的政治生
活之中处于边缘的人物。她只是一个参与者
而不是一个主导者，写带灯这个人物，小说重
点不是描写这个乡镇的政治性生活，而是带
灯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她生活的整体状态，
所以它的视野比一般的描写乡镇干部的作品
要宽广。

畅广元认为，《带灯》是一部隐喻性很强
的作品，带灯就是一个隐喻，作品的意图并不
在于简单的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更在于呈
现一个灵魂的层层自救，因此是一部拷问灵
魂的作品。

“日子结构”与中国审美传统

与贾平凹以往的小说相比，《带灯》呈现
的中国经验的变化很明显，《带灯》在结构和
写法上的坚持也很明显。谢有顺认为，与当
下很多作家都在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不同，贾
平凹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写的小说不求好
看，写法上依赖细节，以细节的洪流来推动
叙事。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日子的结构”
的特点，以庞大的篇幅描述短暂的时间里的
生活，这种写法在传统的模子里融入了现代

性的思考。与此同时，贾平凹的小说表现了他
对价值观的反思。现代城镇快节奏的发展是
这个时代一种强硬的价值观，它时刻摧毁着
传统中国田园的、封闭的价值观，而小说正体
现了对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怀念。

吴俊认为，贾平凹深谙中国传统的散点
透视法，《带灯》以多个焦点呈现乡土中国的
变化，是最见文学功力的一种写法。同时，贾
平凹熟练地利用了中国文学传统的“虚写”与

“实写”手法，在虚实的转换中使一部直面现
实的充满戏剧性的作品具有了空灵、飘逸的
艺术品质。作品在拉开距离散点透视中体现
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在乌托邦的一点微光中
喻示着作家对现实的批判。

李云雷认为，《带灯》显示了贾平凹用情
去面对尖锐现实和问题的拓展和努力。小说
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容纳了更多比较
尖锐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矽肺病、生态问
题还有最后的斗殴。二是有情感地去把握带
灯这样一个人对待周围人和事物的态度，不
是用一种功利或者纯理性的态度去面对。

李遇春认为，贾平凹的小说是反抗时间
的，它要求读者回到属于文学的空间去阅读。
小说就是闲聊，从情节流转向生活流、细节
流，并融入意识流的手法。带灯的 26 封信就
是意识流。因此《带灯》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是对古典小说的创造性继承，整合了传统小
说的叙事资源。

贾平凹说，《带灯》不是要简单地批判谁
或肯定谁，是想把中国文化的东西表现出来，
把中国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来，提
供中国经验，起码在中国人走出这段困境的
过程中提供一种“怎么解决”、“怎么办”的经
验，同时在表达上注重中国味道，用淡淡的文
字，写浓浓的阅历。

用中国味道的文字写中国人的困境
□本报记者 刘 颋

本报讯 由美国洛杉矶剧院打造的金牌剧
目《绝密》6月4日至6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
剧全名为《绝密：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由艾美
奖得主杰弗里·考恩根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创作而成，描写
了一场美国政界与新闻界之间惊心动魄的战
争。洛杉矶剧院制作总监苏珊·洛温伯格泽认
为：“和传统的欧洲戏剧不同，美国的戏剧更为
关注一些根植于社会热点的纪实性作品。”而该
剧的复排导演布莱恩·凯特则表示：“美国戏剧
重视情节和逼真的故事性，观赏整部话剧感觉
是在看一个故事，而不是一出戏，《绝密》就是
最好的例子。”

近年来，国家大剧院为北京观众带来了风格
多样的话剧作品，但还从未引进过一部纯正的美
国话剧，《绝密》的演出尚属首次。这部被称为剧
场版“纸牌屋”的美式纪实话剧汇集了玛格丽
特·科林、格里高里·哈里森、汤姆·弗丘等多位优
秀演员。其中，科林扮演前任《华盛顿邮报》发行
人、著名媒体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是后者凭借
在“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事件”中的表现一跃
成为美国报业的领袖人物，并策动了日后对“水
门事件”的轰动性报道。而事实上，话剧《绝密》
的灵感正来源于凯瑟琳·格雷厄姆那本曾获美国
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自传。

（徐 健）

国家大剧院首次引进美国话剧

翻开美国新闻史的《绝密》档案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省作协倡导牵头，陕西文学
院、巴金文学院、重庆文学院共同组织的陕川渝三地作
家走进新陕北采风创作活动举行。来自三地的 40余
位作家走进延安、榆林的革命历史遗址、能源化工企业
以及民俗文化基地进行考察，行程达2000公里。活动
旨在带领作家深入一线，充分发掘陕北丰富的文化资
源，大力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抒写陕北的历史与今
天，促进三省作家的文学交流。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为作家们
送行，将印有“陕川渝三地作家走进新陕北”的大旗，交
给本次作家采风团团长、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

5 天的采风活动中，作家们细心观察、用心体会，
收获颇多。当他们看到陕北的绿化、治沙工作成就，看
到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新风貌时，不禁为陕北人民
创造出的丰硕成果而骄傲；当他们登上宝塔山，走进绿
荫掩映的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徜徉
时，那红色历史的悠远呼唤和朴实无华的民情民风让
他们深受感动。

作家们表示，陕北曾是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这次采风让他们看到了陕北
的新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这里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能
源化工基地，在国家“再造秀美新陕北”的战略部署下，
这里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局面。采风中的所
见所闻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激发了他
们的创作灵感。与此同时，本次活动将陕川渝三省作
家汇聚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大
家表示今后会把这些收获融入到创作中去，创作出更
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李子白 贾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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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广西调研时强调

大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本报讯 近日，河北文学院召开文学导师第一次工作会
议，正式启动文学导师辅导制度。十余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
接受聘书，成为河北文学院第一届 （2013－2014） 文学导师。

河北文学院一贯注重青年作家培养。为更好发挥自身职
能，促进人才成长和创作繁荣，河北文学院自 2013年起开始
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通过聘请有经验的作家、评论家、编
辑对签约作家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跟踪指导，为青年作
家的成长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文学导师将对签约作家进行一对一辅导，审读作家作品，
提出修改意见，并针对作家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开展专题讲
座。

与会者认为，文学院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对签约作家
的创作有很好的助推作用，可以及时发现作家创作中存在的不
足，让作家少走弯路。导师辅导要充分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
因势利导，使作家更好地发挥创作个性，并争取形成鲜明的创
作风格。大家还就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的具体措施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

（卫 玮）

河北文学院启动

文学导师辅导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