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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版 · 文艺百家

别是一家，曾经边缘的宋词

 10版 · 影视  12版 · 经典重读

文学新生代：是写作者也是网络原住民
何平

在每一个时代谈文学新生代，不是为了指

涉生理年龄上的新陈代谢，而是为了谈论代际

拓殖时代新的审美表达，谈论一种新生和创造

的可能。Z世代、M世代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

身份标识，除了超越代际的时代经验，确认他们

身份标识的是奇幻、科幻和二次元等共同记

忆。在他们成长的时代，虚拟时空和平行宇宙

已然参与其中。以媒介论之，新生代的文学表

达事实上与互联网密不可分。甚至不只是媒

介，而是世界观。穿越、重生的设定，御宅族、网

络社交的生活方式侵入到文娱和审美领域，后

人类、科幻或奇幻的想象偏好……新人类新青

年可能重新定义文学吗？

在最具热度的网络文学
故事中，蕴藏着网生代所创造
的新的审美可能与代际经验

2022年5月底，由代表Z世代、M世代的大

学生读者群体评选出来的“2021网文青春榜”揭

晓。从上榜的12部作品看，网生经验、虚拟设定

和游戏化感受给“新生代”带来新的文学想象，

在这些最具热度的网络文学故事中，蕴藏着网

生代所创造的新的审美可能与代际经验。

南方赤火的《女商》和她与灯的《观鹤笔记》

虽然将主人公仍旧设置为穿越者，但是穿越显

然只是一种想象的引线。由微观经济学牵引着

近代史脉络，将人民史观渗透“清穿文”的写作，

在世界视野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是实

现了网生代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构。《女商》的女

主人公作为底层孤女，在处处生“变”的晚清，思

考和成就着个人与民族的历史。《观鹤笔记》从

一段揉不进平滑叙事的史料生发开去，穿越者

为六百年前的研究对象赋予主体性，其实就是

为六百年后的研究者寻找精神资源。士大夫为

家国的“文心”不仅体现于庙堂上的慷慨陈词，

也体现在个人信念上的“内圣外王”。邓瑛和杨

婉心意相通，正是文脉绵延的象征。作者以古

雅的笔法重述一份枝繁叶茂的“非虚构”传记，

表达了真正属于学人的浪漫精神，历史的边界

由此拓展，想象力的枝蔓得以延伸。而沉筱之

的《青云台》则是从社会问题出发，将现象级事

件放置于异时空去探寻其社会效应。通过回溯

现象级事件的始末，追踪它在社会各阶层掀起

的波澜，展示真实与虚幻、信仰与执念的一线之

隔，召唤人性深处的质疑精神，呈现了宏大意象

的多维镜像与复杂人性的光影斑驳。云住的

《霓裳夜奔》以拟人生物体霓裳的记忆与视角介

入地球的文明更迭期，想象“人”与“非人”情感

的实质与灵魂的居处、“生”的权利与“思”的边

界。跳舞则在《稳住别浪》中，想象地下世界与

人间烟火的碰撞……

许多人都在关注当下的新生代作家都在写

什么，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就是在写他们这一

时代的生活，新生代的网络文学表征了当下新

的时代样貌，从中既可以听闻魔戒、哈利 ·波特

等奇幻世界的余音，也窥见密室逃脱、狼人杀、

剧本杀等游戏的影子，带有语境色彩的表达方

式与思考方法已经成为新生代作品中不可磨灭

的叙事背景与内嵌修辞。网络文学新生代作家

充分地展现着青年在各行各业中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体验与以往的时间与空间区分开来。

例如《逃脱记录》以微信聊天的模式生成叙

事，一张张微信对话窗口的长图文构建出一座

“密室逃脱”式的环形森林。封闭的“密室”、危

机暗藏的周遭环境、残缺不全的生存线索、几个

迷茫的人类拼尽全力夺取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一方面给读者带来身临其

境的阅读感受，一方面站在新媒体互联时代的前

沿，展现出青年群体对于游戏化叙事的新想象、

新观念和新尝试。《小镇做题家》以梦幻飘忽的笔

触勾勒了一幅新世代青年的微妙写真，以意识流

的手法展现了长于繁华年代的青年在面对父辈

期待、“标签化”和“被动社交”时的苦涩心绪，被

裹挟着却又无能为力的心理现实，书写着新世代

青年有关意义与焦虑的成长体验、社会症候，同

时以超文本形式附着的表格、思维导图和歌单展

现着新媒体平台叙事的多种可能。

在看似虚构的世界中，有关现实的新命题

不断出现。会说话的肘子的《夜的命名术》在

“表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中指向世界

的多维；伪戒的《第九特区》以食物与环境、正义

与邪恶、和平与争斗、人性与家国的话题架构

“第九特区”；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中“意”

与“形”的辩证关系作为灵魂线索贯穿始终，通

过精神变异的逻辑链深探我们所沉浸的现代文

明深处。

强调“新生代”，是着重
强调一种别样的文学想象，
文脉在延续，精神在重塑，同
时新鲜的空气纷涌而至

当下网络文学在引入新题材，构建新时空

方面，与传统文学的“区别”越来越大。从充

满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恢宏玄幻世界，到与二

次元文化相联系的游戏设定，从整体元宇宙的

构思，到对日常生活时空的重新安排，网络文

学带来了新的漫想，新的遨游和新的感动，已

经超出了既有的文学经验范畴。

所谓文学新生代的意义也由此凸显。吸引

着大量年轻读者和年轻作者的网络文学，并不

追求纯粹的“文学性”，反而使得它们在传统

文学有关“文学”的规训之外，拓殖了“文

学”表现的疆域。科幻和奇幻的结合，在日常

生活中嵌入平行时空，这类作品在新世代的网

络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它们所带来的不仅是

新的题材和新的想象，而且是对于当下新的社

会问题的关注，和新的情感方式的表达。

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不乏深度地观照

当下人的心理问题，孤独恐惧幻化的精神污染

体，因工作忙碌忽视子女造成的精神污染体，对

极致完美的贪婪造成的精神污染体，因爱而生

的占有欲带来的精神污染体，睡眠被剥夺的精

神污染体……这些“变异”似乎离自己并不遥

远，精神变异的逻辑链就植根于我们所沉浸的

现代文明深处。有抑郁症患者读后真实地反馈

了作品带给她的感动……天瑞说符的《我们生

活在南京》创造了中国版本的高中生拯救世界

的故事，在专业的科幻设定、精彩的故事和细腻

的情感之外，呈现出科幻作品稀缺的唯美风

格。一端是“半夏成百上千次地路过月牙湖，成

百上千次下水采莲藕，在淤泥里摸索的双手也

曾成百上千次触摸胶囊……成百上千次擦肩而

过，只为了最后的邂逅”，一端是考场上“不小心

睡着的光阴”，作品中细细流淌着牵绊与思念。

在当下这个可以随时随地联系的年代，伴随通

讯录中日益增加的好友数字的，是不经意的疏

离和孤独。《我们生活在南京》重新唤醒沉淀的

柔情，并让它穿越时空，当《小题狂练》《38套》穿

插其中，《我们生活在南京》对时间的呈现便不

再局限于物理学范畴，它同时表达了有关人类

文明过去/现在/未来的隐喻。

不会永远有人是新生代，但永远有人是“新

生代”，将其定义为新生代，就要说明他们和旧

生代相比，存在着怎样的精神转向与时空命

题。网络文学二十余年的历史发展，通过无数

次的迭代产生了诸多切中时代症结的命题。传

统文学的代际更迭以十年为一阶，但是对于网

络文学而言，它重新定义了代际的流速与内

涵。有别于网络文学曾走过的“精英性”“草根

性”“商业性”，强调“新生代”，是着重强调一种

别样的文学想象，这种更新的文学想象构建了

新的代际经验。新的结构、新的意绪，文脉在延

续，精神在重塑，同时新鲜的空气纷涌而至。

文学新生代意味着新的时代命题和文学表

达的可能，这些变化还不只发生在网络文学

（类型文学），新出刊的第四期《江南》杂志“青

年作家作品专辑”，排在最前面的是由章雨

恬、程天慧、黄淮、王宁婧和边楚月等陌生作

者组成的“00后”方阵，网络原住民写作已经

不止“在网络写作”。文学评论界显然也敏锐

地觉悟到文学新生代来了，最近看到很多朋友

在讨论Z世代的写作者，但是，对文学新生代，我

们如何命名他们？现在看，与其说他们有多少

共同性，恰恰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和生长性，而这

种不确定性和生长性可能正孕育着未来中国文

学的可能性。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网络文学作品已成为影

视剧改编的主要来源。

左图为肖战在改编自同

名小说的电视剧《余生请多

指教》中扮演的男主角顾魏，

下图为赵今麦在改编自同名

小说的电视剧《开端》中扮演

的女主角李诗情。

一首对奉献与胜利的礼赞
——评电视剧《数风流人物》

赵彤

从《金沙水拍》《大渡桥横铁索寒》到《独立
寒秋》《雄关漫道》，从《恰同学少年》《湘江北去》
《风华正茂》到《东方欲晓》《换了人间》《中流击
水》，再到刚刚播出的《数风流人物》，在我国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史上，以毛泽东同
志诗篇名句来命名的作品，犹如矗立在苍茫大
地上一脉特立的峰岭，别有风姿。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氛围里，《数风流人
物》以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为主题，以毛泽东为
核心形象，塑造了为践行党的宗旨而前仆后继的
英雄群像，描绘了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诞生的风雨历程。在以史为鉴的文化自
觉基础上，《数风流人物》响应着“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时代要求。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主题创
作的述史根基。这是一条红线，从《觉醒年代》
《大浪淘沙》《中流击水》《理想照耀中国》《大决
战》延伸到《数风流人物》。
《数风流人物》的故事时段、人物塑造、素

材选取、情节安排，在2021年播出的党史革
命史题材作品中多有所见。在前作的巨大成
绩面前，《数风流人物》以精心的构思呈现出
特有的光彩。

以《庶民的胜利》演讲为开端，以人民英雄
纪念碑落成为收束，《数风流人物》将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求解放的初心，与历经
艰难险阻取得伟大胜利的成就结合起来，以人
民为中心，首尾相应地完成了对党领导的中国
革命史的礼赞。这首礼赞，是对胜利的礼赞，也
是对奉献与牺牲的礼赞。如果说，本剧描写和
提到的革命烈士，在前此剧作中也大多得到映
现，那么在《数风流人物》里董必武听闻并向毛
泽东报告的，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群众
和共产党员的牺牲人数则是前所未及的。以人
民英雄纪念碑巍峨矗立的画面收束全剧，正是
对《庶民的胜利》理想的照应，它不仅是一座人
民英雄的纪念碑，也是一座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中的里程碑。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化而为

“为何当今的中国至今还没有迎来属于我们自
己庶民的胜利”，这是青年毛泽东形象的初始之
问。毛泽东手书并于剧尾诵读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碑文，无疑是对初始之问的铿锵回答。以毛
泽东之问为开场白，以毛泽东的题辞为应答语，
期间《数风流人物》塑造了一个从真理的追求者
成长为理想实现者的毛泽东形象。

既以“数风流人物”为题，剧作就不仅要在
宏观上点到这个题，还要在微观上破解这个
题。柳亚子问毛泽东“风流人物”所指的细节，
在电影《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影视剧中多有
描写，本剧中也展开了近似的一场戏。离渝之
际，柳亚子问什么人当得起“风流人物”，毛泽东

答说“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大众，一切为了
人民幸福、为了民族复兴而前仆后继的烈士们，
一切正在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志士仁
人，是风流人物。”这与前此作品中，毛泽东答以
“人民”并无二致，只是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加以化用和铺展。此外，本剧还以映衬的手法，
通过前后剧情安排，更加生动地揭示了“风流人
物”的所在。

剧情中，在柳亚子得《沁园春 · 雪》词作之
前，是毛泽东听董必武汇报牺牲烈士统计时的
沉默，是毛泽东决定去重庆时说“凭什么我毛泽
东就不能牺牲呢”的断语；在柳亚子赞叹《沁园
春 ·雪》胸襟诗格后，紧接的是王若飞背诵叶挺
的诗作《囚歌》；在毛泽东答柳亚子之问后，接续
的是叶挺获释提出入党，继而因飞机失事而牺
牲。如此，剧情以事立言，以言论事，事言互为

表里，从而相得益彰。
看《觉醒年代》，在离京赴津的路途上，在皑

皑白雪之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写下“中国共产
党”字样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也是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的时节。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人民
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

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
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数风流人物”是出句，也是个问句，“还看

今朝”是它的结句和答句。在《沁园春 ·雪》发布
三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
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
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更值得骄傲的是，在建党百年之际，“经过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数风流人物》是述史之作、抒情之作，也是

励志之作。它与众多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作品一样，都紧扣
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主题。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数风流人物》以精心的构思呈现出特有的光彩。图为该剧剧照

朱一龙：“当众孤独”的信念感 形式化的专业性飙升
与思想上的深刻性欠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