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沛的生命气象与厚重的家国情怀
汇成当下中国长篇小说的大河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为何受青睐？记者采访多位评委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昨天在北京揭

晓 ， 梁晓声的 《人世间 》 、 徐怀中的

《牵风记 》、 徐则臣的 《北上》、 陈彦的

《主角 》、 李洱的 《应物兄 》 五部作品

获奖。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 茅

盾文学奖评选一直备受瞩目， 这一届为

什么这五部长篇小说格外受青睐 ？ 本

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茅奖评委。

在他们看来 ， 这些小说无不饱含着充

沛丰盈的生命气象 ， 升腾出精进力量

与家国情怀 。 恰如中国作协副主席 、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

李敬泽所说，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此次评奖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 鼓

励题材、 主题、 风格的多样化， 鼓励探

索和创新， 更鼓励具有中国风格、 中国

气派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

作品。

从 “首位70后 ”到 “史
上最年长”：大跨度年龄格
局折射不竭创作力量

茅奖结果一出 ， 评委邱华栋直言

“很励志” ———从41岁到90岁的得主都

有， 年龄跨度相当大， “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文学是继往开来的志业， 也是永

远不老和永远年轻的事业。”

从历届获奖者年龄来看 ， 上一届

茅奖得主王蒙获奖时81岁 ， 如今九旬

徐怀中再次打破纪录 ， 成为茅奖史上

最年长的一位 。 他戎马半生 ， 笔耕不

辍 ， 《牵风记 》 基于1947年晋冀鲁豫

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 ， 讲述

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19岁

殒命的壮烈故事 ， 血色硝烟中氤氲着

唯美奇幻色彩 ， 闪耀着人性芳华 。 宝

刀不老的徐怀中很清醒 ： “对像我这

样一辈的老人来说 ， 最大的问题就是

要用减号 。 减什么 ？ 减去数十年来头

脑中有形无形的概念化口号化观念 ，

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 因

此， 他的写作意图并不是正面写战场，

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 ， 凸

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而41岁徐则臣是迄今首位70后茅

奖得主 ， 昨天他在上海书展参加上海

国际文学周多场活动 ， 听到最多的话

便是读者和出版人的频频道贺 。 “投

身写作22年来，我一直感谢这条有2500

年历史的大运河。 致敬的方式就是一篇

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 ”

《北上》 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

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试图开掘这

条运河对民族延续的重要意义，烛照中

华文明的发展演变与中国沧桑巨变。 徐

则臣期待 《北上 》不仅从文学意义上经

得起推敲，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

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

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

同样通过一个侧面折射时代变迁

的 ， 还有 《主角 》 这部动人心魄的命

运之书 ， 小说以扎实细腻的笔触 ， 记

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拼至秦腔名

伶的沉浮史 ， 主人公近半个世纪的际

遇也再现了秦腔剧种由兴盛到衰落再

到转型兴起的全貌 。 全书近70万字篇

幅 ， 时间跨度40余年 ， 偏爱为小人物

立传的陈彦坦言 ： “我的写作 ， 就是

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 舔一舔伤口，

找一点温暖与亮色 ， 尤其是寻找一点

奢侈的爱。”

煌煌三大卷 《人世间 》 以周氏三

兄妹经历为主线 ， 书写东北人家近50

年来生活经历 ， 既是近半个世纪中国

社会的变迁史 、 小镇青年不懈奋斗的

成长史 ， 也是一部书写 “好人文化 ”

的向善史。 全书长达120万字， 梁晓声

全靠手写 ， 将近三千几百页大稿纸的

工作量 ， 让他颈椎病越来越重 ， 眼

睛花了 ， 手也不听使唤 ， 虽有难以

承受之重 ， 梁晓声铁心要完成这份

沉甸甸的 “致敬 ”。 “120万字规模

凸显了梁晓声超强的叙事能力和耐

心 ， 《人世间 》 不以人物情节大开

大阖 、 跌宕起伏取胜 ， 它更像一条

小溪， 缓慢地沁入我们心田。” 评论

家孟繁华说。

李洱写 《应物兄 》， 耗时13年 ，

传承了 《儒林外史》 《围城》 等小说

的优长， 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

记叙了形形色色当代人的言谈举止，

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许多灰尘、

失败和希望， 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

漫长的创作中， 李洱写坏了三台电脑，

也经历了至亲离世的痛楚， 但他也经

常换个角度看待这部 “难产 ” 的作

品———“至少说明我是比较认真的作

家， 愿意对文字负责任， 愿意对作品

中的人物命运负责任， 愿意对他们所

遇到的每个困难、 他们心灵里的每个

褶皱负责任。”

从精准现实描摹到动
人浪漫情怀： 长篇小说为
时代画像

精准叙事、 人文情怀， 是不少评委

提及获奖作品时的关键词。

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 《人世间》

细节扎实 ， 富于质感 ， 结构谨严而壮

阔， 情感体恤而温柔， 复杂的社会分析

和细腻的人性剖析形成圆满的结合， 气

象正大而浸润深沉的道德， 显示了审美

与历史的统一 、 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

一。 “传统就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我们

中间， 蕴含着强大感染力。 梁晓声站在

苍茫的人间大地上， 热眼注视着时代车

轮改变世界样貌的同时也留下或深或浅

的印记。 由此， 他所创造的这座北方城

市打开了我们理解东北老工业区兴衰变

迁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多重向度。” 评

论家岳雯认为， 《人世间》 继承了我们

分外熟悉然而久违了的19世纪文学的人

道主义的传统， 以 “善” 为底色， 无可

辩驳地说服我们相信有更好世界的存

在， 而这个更好的世界， 不在彼处， 正

在人世间。

用作家之眼默默观照社会生活 ，

为时代画像 ， 也是 《主角 》 的魅力所

在 。 评论家季宇告诉记者 ， 《主角 》

把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有机结合 ， 对

世相描写到位鲜活 ， 直指人心 ， 表现

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和掌控复杂人物的

叙事能力。

长篇小说中凝聚的情感共鸣和文

化能量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 也是文学

一直在求索的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莉这样评价 《北上》： “真切再现百年

来运河命运 ， 引领读者重新打量那些

生长在运河内部 、 生生不息的文化资

源和精神能量 。 运河显示了它隐含的

巨大文化能量 ， 这是源远流长的时间

之河 ， 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 ， 是抵

御外族入侵 ， 同时也是开放包容的文

明之河 。 它是实在的 ， 也是象征的 ，

它实在地穿越我们的土地 ， 滋养我们

的成长 ， 也象征了民族奔腾不止的生

命能量。” 在她看来， 《北上》 的意义

在于让我们重新认识运河以及运河文

明 ， 了解到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

“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

是什么 ？ 是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

以回报 ， 将之写在纸上 ， 使无数人想

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 。

徐则臣没有辜负养育他的那条运河 ，

《北上》 做到了。”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 徐则臣笔下的

人物坚持着某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尺度，

在上下求索中将个体命运缝合进家国历

史， 并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重新勘探、 厘

定和塑造中国人的文化种姓和现代意

识， 将艺术性和思想性熔为一炉， 充分

展示了70后一代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文

体的把握和开拓。

如果说现实主义书写在当下仍焕

发强大生命力，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小

说创作则显示出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徐

怀中 《牵风记 》和李洱 《应物兄 》给评委

杨扬留下深刻印象———前者从1962年

开始动笔 ，经过时间的沉淀 ，再一次书

写，其间的岁月蹉跎并没有减弱徐怀中

式浪漫主义的战争书写；《应物兄》多方

面多侧面展示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

国知识人的思想和生存状况，融汇了多

种小说元素，使这部小说不仅有镜子的

作用，也具有文学上的前瞻性。

在评论家何弘看来 ， 《应物兄 》

不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来推动叙事，

而是通过随手拈来的知识 、 对话 、 言

说 、 调侃来展开作品 ， 成为一部百科

全书式作品 。 文学创作的锐意探索 ，

既为阅读者 、 评论者提供了广阔的阐

释空间 ， 也能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

验 。 评论家李朝全评价 ， 《牵风记 》

描述战争年代重返青春岁月的爱情 ，

跳出了一般传统的军旅题材书写 ，

“丰盛激越的青春底色， 打开了一扇战

争中袒露人性的窗户。” 徐怀中延续了

自 《我们播种爱情 》 对于战争和人 、

战争下人性舒展绽放 、 美好爱恋主题

的表现 ， 但又在九旬高龄有所探索创

新 ， 显示出老作家一贯执着的文学理

想与抱负， 令人感动。

■本报记者 许旸

助力上海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高地
“两大工程”丛书首批五种新书在上海书展首发，复旦大学与世纪出版集团携手

由复旦大学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 （简

称 “两大工程”） 丛书首批五种新书今

日在上海书展首发， 丛书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 “两大工程”

发布的首批成果， 也是复旦大学与世纪

出版集团———理论界与出版界携手， 助

力上海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

设高地。

“两大工程” 丛书紧扣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前沿问

题， 开展基础性研究、 战略性研究、 全

局性研究、 系统性研究， 旨在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加强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 助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建设， 着力提升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在全

国的影响力。

此 次 首 发 的 五 种 新 书 都 属 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工程”。 其中，“十九大精神研究”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系统研究， 首批成

果为《新时代的历史大视野》；“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引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研究，首

批成果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理论》《中

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系研究” 从理论和实践结

合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系

统研究 ， 首批成果为 《中华文明的鼎

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

化体系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体系研究》。

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为

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研究、创新和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 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委

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 复旦大学正式

启动了“两大工程”。 “两大工程”包括六

个研究系列、38个研究项目， 汇集了40多

名复旦上海社科理论界的知名学者。他们

带领各自团队开展研究，组成了百人研究

力量，形成了一批有价值、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 这批成果通过深入学习、 宣传、研

究、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以期帮助人民群众准确理解十

九大精神，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为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为巩固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长江学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晓明谈到，“两大工程”所进行的，是系

统而非零散、整体而非分散、全面而非部

分的研究，以理论研究牵引带动马克思

主义学科群发展，牵引带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队伍建设，牵引带动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 、教材体系建设 ，希望丛书能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深入研究提供思想启迪。

世纪出版集团相关编辑室负责人表

示，“两大工程”丛书的出版是上海理论界

和出版界一份共同的责任担当，希望通过

努力做好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工作，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一步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世纪集团与复

旦大学还将展开更密切的战略合作，努力

推出更多尽显上海特色、中国气派、时代

水准的优秀的学术出版成果，使出版成为

学术进步的孵化器和助推器，助力推进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据悉，“两大工程”丛书的六大系列、

38 种著作将在未来两年内全部出齐，以

期成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展系统

性体系化研究方面具有较高水平、 走在

全国前列的大型丛书。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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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工程” 丛书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加强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助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

设， 着力提升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图为 “两大工程” 丛书首批发布的五种新书。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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