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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一场作文大赛让一批80后

写作者横空出世，迅速走红全国。刚刚过去

的周末，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揭晓

获奖名单，这也是“新概念”三年线上复赛

后首次回归线下。

来自全国各地的190余位文学新人齐聚

上海，参加统一命题、限时三小时的现场创

作。走过26年的“新概念”在当下向何处

去创新？青年写作“求新”究竟难在哪？

“参赛作文整体来说比较‘乖’，少了那

种横空出世的惊艳感。”《萌芽》杂志社副主

编桂传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新”并

不仅仅指天马行空开脑洞，或是一味标新立

异，而是需要写作者学习从日常中捕捉动人

之处。比起规整、小心翼翼的文字，更希望

能读到体现“叛逆”“浪漫”一面的作品。

“大部分文章容易向内观，自我审视过多，

看外部世界相对少。”他建议青年不妨转向

观察他者，在和陌生经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

写出有意思的习作；避免陷入单一禁锢的套

路里，有时文学需要游离于“常规”的思维

逻辑。

过度追求标新立异，容易陷
入刻奇陷阱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8年启动，由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

高校和萌芽杂志社创始主办，发掘了韩寒、张

悦然、郭敬明、周嘉宁、七堇年、张怡微等作

者。不夸张地说，当年经由“新概念”成长起

来的一批作家，如今已是文学界重要的有生

力量，串起半部青春文学史。

在颁奖现场，记者采访了多位获奖得

主。来自广东的卢钿希、江苏的宋乐威、山

东的刘齐家，还有浙江的骆泽棋、陈芊儒，

因文学结缘，他们兴奋地在展板前合影交

流。“新概念”汇聚了天南海北的文学梦，

也许他们并不一定以文学写作为专业或未来

职业，但在备赛过程中更确证了对写作的这

份热爱。

“大型联考我的作文分数并不高，有次

60分里只拿了40分。”江西高二学生汪子琳

告诉记者，“无论文章写得好与坏，写作已

经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我需要表达，也喜欢

沟通，所以我会写下去。”比起“正确”或

“错误”，她更希望自己的文章观点是可靠

的、能在生活中践行的。“我不擅长标新立

异，过度追求标新立异会丧失很多对世界的感知，看问题的角度会从

‘这是不是好的、大家可以受益的’变成‘这是不是新潮的’，容易陷

入刻奇的陷阱。”同时，她也记得有位老师这样点评：“你的文字里流

动着只属于你自己的情感，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动你这篇文章的结构，

改掉了它就不是你的东西了。”她喜欢被这样尊重，也希望更多的同

学可以被尊重。

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

教过不少往届获奖学生，最早的一批已年过不惑。他认为，“新概

念”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对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写作教学的冲击

是相当深刻的。“随着新概念不断自我调整，中学语文教育和新概念

当然存在差异，不能以‘新概念’标准来考量作文，也不能用作文标

准来看‘新概念’。重要的是，有源头活水不断涌现。”他期待，个人

写作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拥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前不久，“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入列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与

其纠结中文系是不是培养作家，更多人意识到写作这项技能本身正融

入并嫁接到更广泛的人文领域。“中文学科、中文系的发展空间变得

更大，培养熟练的、有创意的写作者，成为大学使命之一。写作者的

类型或作家存在方式也发生变化，文学创作可能依然是金字塔尖璀璨

明珠，尤其是非虚构的各种应用场景的写作会越来越有市场需求，其

中蕴藏着巨大创造性空间。”倪文尖说。

期待更多写作走出自我，进入时代经验的表达

今年复赛两道题目为《感觉像真的》和《今天网络没信号》，选

手可在两题中选择一题进行不限体裁的即时创作，限定字数不超过

3200字（含标点）。《萌芽》首次在比赛间隙举行“评委见面会”，主题

为“通过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两个题目贴近年轻人的成长环境，

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反思的题目。”两届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萌芽》

人气作者汪月婷发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在改变，“但我希望可

以尊重过去的我，尊重当时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尊重那时

候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字。”

大赛评委、作家周嘉宁表示，青年写作者常常被视作“为赋新词强

说愁”，她直言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来，一直会听到这个评价，

“现在再看到这样的作品，都会抱着非常珍惜、爱惜的态度，希望这样

的写作者、这样的写作不被伤害，以一种最初的形态保存下来。”

尊重“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跳出个体情绪？武汉大学文学院

教授、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叶立文评审后，总体感觉是：“参赛选手语

言功底不错，语感流畅，修辞丰赡，有美学上的追求；但另一方面，

内容多局限于个人情感体验，现实性和对生活广度的关注仍有待加

强。青春文学不应局限在私人感觉与言说里，它也可以参与到时代经

验的表达中。”

在评委之一、作家路内看来，参赛者不用急着去模仿某种模板或

套用某类修辞，“这可能对于十六七岁阅历尚浅的青少年来说，挑战

很大，但不妨从现在开始尝试，找到自己的叙事路径和个人风格。”

与时俱进的丰富性是“新概念”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让

许多年轻人嗅到了一种创新写作的气息。比赛的意图并不是做文学

上的筛选，更多是给青年提供契机表现自己。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马文运表示，26岁“新概念”能坚持不懈，绝非易事。“奖项

的揭晓不只是一个结果，更是年轻人文学旅程的启航，为具备潜力

的创作者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业内期待，涌现更多富有个性

和思考的创作，标识出青春写作的前沿风尚，挖掘中国文学的无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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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获》揭晓了2023收获文学榜

榜单，《作家》揭晓了第九届金短篇小说

奖，中国作家网2023优选中短篇榜单出

炉，邱华栋、何平主编了《2023中国短篇小

说排行榜》选本，陈涛主编了《未来之路：

2023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当前短篇小说

创作呈现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创作态

势，但也有部分年轻作家的短篇写作越写

越长，缺乏叙述的节制力。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自占据小说

体裁的两端，如果说长篇是文学之“重

器”，那么短篇是文学之“轻骑兵”，长篇挑

战着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时间，短篇挑战着

作家的写作天赋，以有限的篇幅敏锐地捕

捉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的鲜活生活，以特

别的视角勘察人性的不同面相，回应我们

不停前行中的各种考验，追寻文学温润人

心的恒常之美。

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何
越写越长？

“目前短篇小说的形态非常丰富，邓

一光、李锐、东西、张楚、弋舟、钟求是等各

个年龄阶层的作家，黎紫书、张惠雯等海

外作家，各种风格类型的作品百花齐放，

特别是80后、90后青年作家的崛起，他们

短篇小说的创作十分活跃，个体实力也不

容小觑。”创设于2016年的收获文学榜是

涵盖虚构与非虚构作品、长篇与中短篇小

说的综合性文学榜单，最近完成收获文学

榜评审工作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向记者

表示，看到青年作家短篇创作的能力，感

觉“很欣慰”。

从收获文学榜的上榜短篇看，投射出

作家们回应时代、不甘平庸的探索精神，

也为划定当下文学的前沿勾勒出扎实的

痕迹。收获文学榜评委、《作家》主编宗仁

发对记者概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上榜作

品：“索南才让的《午夜的海晏县大街》赋

予人物活动氛围的营造能力可以说是出

神入化。牛健哲的《音声轶话》是十分有

冲击力的短篇，作家突破了先锋和写实的

藩篱，游刃有余地切入了人们的精神窘

境，且小说语言机趣充盈。赵挺的《热带

刺客》另辟蹊径，把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

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以破解，并使游戏和真

实构成对峙与抵消。”

“一匹马是在牧场上吃草还是在赛道

上奔驰，一个人是单纯按自己心意生活还

是顺从世俗的潮流，不羁的少年骑手该如

何与警察姐姐相处？”索南才让的《午夜的

海晏县大街》荣获2023年收获文学榜短篇

小说榜榜首，评委刘大先十分赞赏他在琐

碎平实的日常书写中萃取诗意瞬间的能

力，就像从米谷和清泉中酿造出味道绵软

而后劲浑厚的酒。

邓一光的《华强北往事》呈现纷至沓

来的信息之流如同深圳特区风驰电掣般的

历史演进，从军工改制到国企转型，从生猛

创客到剽悍极客，从泛滥的山寨到原创的

召唤……评委刘大先指出：小说在极短的

篇幅中展现了一幅微小而磅礴的经济嬗变

史。东西的《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生动饱满

而又蕴含哲思，很受评委徐坤的青睐，小说

叙写了三位亲人间的相互寻找和等待，如

同一种“哲学”，等待的真谛恰如天空划过

的那道白线，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短篇小说的题材应该是最自由，但

短篇小说不是社会新闻肤浅的简写本，短

篇小说讲究叙事的轨迹和停顿、速度和力

道、起跳和落地、姿势和身段，对技能和技

术的要求很高。”评论家何平在分析了短

篇小说的特点后，坦言不少短篇小说在文

体上还是不达标，也是在此意义上，双雪

涛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值得注意。他的

《香山来客》包容并且提供给解读者最大

的丰富：少年友情及自故乡到北京的“远

征”，在传媒中犹有余温的东北往事，京漂

和导演发迹及其心理，罪案调查与复仇等

等。双雪涛代表着年轻作家中最出色的

文体技能和技术。

东西、邓一光等表现出成熟作家的创

造力，双雪涛、索南才让是80后青年作家

中的实力派，还有从大学创意写作中成长

起来的更年轻的作家正在崭露头角，何平

认为，“北师大的焦典、叶昕昀、武茳虹和陈

小手等，复旦的史玥琦，在这一年有不俗的

表现，但是创意写作程式化产业化的创意

和文学表达的个人创造并不能等同。创意

写作的路径依赖已经引起一些批评家的注

意，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大量出版，数量

上攒够一本，质量却参差不齐。”

短篇写作的难度系数很高，作家要尽

可能在短小篇幅里容纳丰富的内容、深厚

的思想、艺术的感受，需要技巧和方法，智

慧地寻找角度和结构方式，还要以精湛和

准确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完成小说。程永

新对短篇创作的难度、态势与质量的评述

与分析可谓切中肯綮，“一方面各大文学刊

物都有短篇小说推出，呈现给读者题材广

泛、数量可观的作品，但真正的精品不是想

象的那么多，年度选本要遴选出优秀短篇

诚非易事”。宗仁发也直言不讳：“短篇小

说创作意味着对作家写作才能有更苛刻的

检验，近些年短篇小说越写越长的现象比

较普遍，尤其是年轻作家，一个短篇动辄一

万七八千字，缺乏叙述的节制力。”

多元叙述模式和题材抵达
人性深处

邓一光的《醒来已是正午》、莫言的

《小亲疙瘩》、段爱松的《梦里的星河》、崔

故的《生枝》、樊健军的《榫卯记》……这些

短篇共同构筑着2023年的短篇风景。“如

果用河流喻指人生，激情澎湃的上游代表

着青年，深阔悠远的中段像是中年，而无

息远去的下游则更像是老年。每个人的

人生像一条河流，似乎都可以汇聚成一部

长篇小说，而那些不时溅起的浪花可化作

一部部短篇作品。”《人民文学》副主编陈

涛对短篇小说的理解饱含着诗意，他在编

辑工作中阅读了很多中短篇小说，编选了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周于旸的《穿过一片玉米地》是一部

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从罗曼诺夫的童年

奇遇出发，以成长史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人

的追求和救赎。小说具有多重指向：个人

发展、孤独感以及“诗”与“真”的矛盾。收

获文学榜评委杨庆祥认为，这些故事素

材在很多作品中都被书写，但周于旸以

出色的叙事能力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故事

有机体。

“荆歌将现实投影至天空，又从太空

深处放眼地球表面，在打开故事空间的同

时，也大大扩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当意

趣和深思结合，这部小说绽放一种迷人的

魅惑。”荆歌的短篇《草原星》散发着诗意，

领衔第九届金短篇小说奖。小说讲述了

几个年轻人相约去草原上看星星的故事，

他们隐在迷雾中的人生之路慢慢显现真

实的轮廓。“外星人”既是线索也是意象，

使小说叙事充满了神秘奇崛的美感。

每年一届的《作家》“金短篇小说奖”

主要是评选出在《作家》刊发的优秀短篇

小说。宗仁发向记者介绍：评委们在评选

时侧重衡量入选的短篇的艺术品质和作

家的文体意识。在注重名家力作的同时，

也特别关注新人。第九届的获奖作家中

郭爽、草白都是近些年成长特别好的80后

作家。

作家王啸峰认为，写作中关注老年人

的境况，这是作家的责任。获“金短篇小

说奖”的《水生》叙写一位农村老人“移居”

城市后的故事，呈现的生死难题直抵人

心，他以高超的技法冷静揭开生活的表

面，呈现隐秘的痛楚，同时也以柔绵深情

对待笔下的人物，忧伤的笔触中蕴含着人

与人之间真情的暖流。

有什么比一个消失的母亲更能象征

无法安放的乡愁，又有什么比一个归来的

母亲更能隐喻故乡在生命中的力量？朱

朝敏在《回到小南浦》中以两位相向而行

的母亲形象作为苦难与希望的对比，与小

说主线相辅相成，书写了我们对故乡的复

杂情感。郭爽的《游百病》以对立统一体

的方式塑造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书写他们

的命运和成长过程里那些被错失的珍贵，

展现了作者对短篇的驾驭能力，对世界独

特的观察方式。她表明自己的创作体会：

“因为编织这个世界，旧问题在我面前崩

解，而未来的鼓点渐响，呼唤我接受一个

新生的自己。”

短篇小说的写作，作家力求以精短的

文字表达充沛而复杂的情感，在精炼又细

腻的叙述中不断抵达情感的深处，以深切

关怀生活现实的故事，激起让人难以忘怀

的回味，共赴一场见证人性秘密和人生理

想的心灵聚会。

短篇写作在百舸争流中挑战高难度

438条“想象力爆棚”的龙飞舞盘旋在

上海图书馆东馆，这些虚拟神兽的奇妙造

型汇聚于昨天开幕的“龙行龘龘”龙生肖

艺术大展。作品精选自征集来的七千余

件作品，其中70%出于年轻艺术家和设

计师的脑洞大开，80%以上为数字稿。这

些或新奇时尚、或古朴传统的龙，围绕着

“传统文化的时尚表达”的命题，在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迎来神采飞扬的

新面孔。

“创”龙高手在回望传统的
同时感受时尚

昨天起，读者们发现在上图东馆的大

门、多个楼层、展厅、通道等都有着形态各

异、妙趣横生的龙——它们要么体现出飞

龙在天的艺术高度，要么体现出潜行入海

的生活深度。龙，既是神圣、威武、勇猛、

祥瑞的精神图腾，也伴随着活态传承的非

遗项目、雕塑摆件、生活物件等深入民间

日常……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符号的

龙，进入新时代的2024甲辰年呈现出更

为时尚的审美特征。本次“龙行龘龘”

龙生肖艺术大展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

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多

方主办。

在这场破次元的审美盛宴上，龙的

全新形象突破了人们过往的认识。创作

载体不限于油画布、宣纸、雕塑等实

体，也有平面设计、动画乃至CG、AIGC

等作品。据统计，投稿的“创”龙高手

70%以上是年轻人。这些基于非遗元素

的“龙形再现”，令人回望传统的同时感

受时尚。例如李忠旭的《苗龙再现》，以

苗绣的手法展现出既古朴又新潮的龙；

谢婷的《青龙苗会长卷》以CG手法呈现

出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如入风云、气

象万千的庙会场景；装置艺术《纤手扬

桨，流水华章》则是以非遗项目月份牌

美女为元素，让她们都以划桨的方式

“动”起来；马千里（又名：不二马）以

年画理念再现了《生龙活虎新门神》，左

青龙、右白虎，憨态可掬；非遗项目海

派绣球，以100多个绣球连缀而成的“绣

球龙”，成为色彩斑斓的一串。

打破次元壁，传统文化的
血脉永远年轻

传统文化的血脉，在全年龄艺术家

们的身体里流淌。以古代纹样为基本元

素的龙的形象，在这里有了更为神采飞

扬的表达；以数字化工具作为跨界创作

的手法，打破了创作的次元壁。据悉，

此次参展作品80%以上是数字稿。

可爱古风，令人忍俊不禁。祁娇娜

的《二龙戏珠》画面上，“珠”圆玉润的

嫦娥与两条屋檐上的龙一起“斗地主”。

当“地主”是嫦娥的时候，两条屋檐上

翘首以盼的龙“不争不抢”……在上图

东馆借婴儿车的地方，作者纷纷的一对

“亲子龙”贴在观光电梯的玻璃外墙

上，劝慰读者“龙年也要多读书”，实

现了龙与上图东馆的主题融合。上图东

馆一楼第一展厅的墙面，顶天立地地刷

上了叶露盈的《洛神赋》，既有古色又有

新意的“天地”，几乎让读者沉浸在山

海云间。

巧心思融入龙形，也颇有意趣。同

为《二龙戏珠》，张卜兮的创作是两个玻

璃杯里的龙状吸管与水泡泡。无独有

偶，张培源的《竹节龙》也有着拟物的

构思……展览的主旨是吸引年轻观众、

亲子家庭，自然邀约了比以往展览更多

的年轻艺术家、艺术类高校师生、美术

造型从业者。相比老一辈艺术家创作的

威严儒雅兼具的龙、相比中生代艺术家

创作的力量浑厚兼容的龙，年轻一代

的龙更加灵动、可爱甚至搞笑、滑稽，

他们赋予了龙更为丰富、动人的性格

特征。

去上图东馆寻找   条脑洞大开的龙

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日前在上海揭晓，倡导青年学子通过

文学写作的新视角理解世界。 （杂志方供图）

 马千里（不二马）《生龙活虎新门神》

▼张卜兮《二龙戏珠》  ▼刘燕

《宝 贝 佛

手之飞龙

在天》

制图：李洁

（均上海图书馆东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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