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选本有预见性有面向未来的
美学能量

王雪瑛：张莉教授带领团队从2019年开始

主编短篇小说和散文年选，已历时五年。在一

个被大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面

向中国当代文学广阔前沿，完成选编工作极具

挑战性。请问选择作品的原则是什么？最新这

部2023年度的选本有什么特点？

张莉：编年选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记录，从
每年发表的大量文学作品中，遴选出心目中最

优秀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让读者看到中国

当代文学丰饶的风貌，这是我做年选的初衷。

首先考虑的是作品要与时代共振，要写得

好，希望选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佳作。作品

的语言和表达的审美品质很重要，作品题材内

容与时代共振也很重要。我注意作家的年龄结

构，选本中有50后、60后、70后、80后，也有90后

作家作品，让读者看到不同梯队作家对当下现

实的理解、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比如年轻人的婚

恋问题，通过阅读选本，看到一种内在的对话，

长者与青年、男性与女性的对话。年选既要关

注当代文学中卓有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也不能

忽视青年作家；要搜集这个时代最经典的声音，

也要搜集这个时代最新锐最年轻的声音；当然，

编选作品更要坚持自己的审美，对作品要有独

立判断，同时也要公正，这些是我一直努力追求

的目标。

徐则臣：今年的选本体现了很好的文学立
场和态度。首先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

选的不是那种挂在墙上完美的风干标本式作

品，而是选择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文学作

品，而且不仅仅是关注现实中的问题，还探索文

学发展中的问题。我很认同张莉老师提出的文

学要“向未来”，好的文学需要有三个维度：回首

历史、立足当下、探究未来。好选本也不仅仅是

过去时，对过去一年重要作品的甄选和解读，所

选作品还应该经得起时间考验，有面向未来的

美学能量。所以好年选有一定的预见性，带着

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

关注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文学的认识，有能力

面向未来敞开和拓展。

现在不少文学年选建立在选取著名作家作

品的基础上，这样做当然比较保险，一打开全是

认识的名家，看着很可靠。而有的选本拿过来

看，一半不认识，有人担心这样是不是靠谱。我

恰恰更信任这样的选本，要选择忠实于当下生

活和文学现实的作品。张莉老师带着她的专业

团队相互切磋、认真推敲，注重作品的审美品

质、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努力面向未来，才有了

这样的选本。

鲁敏：短篇选本和散文选本对当代文学史
有着重要的记载刻录的意义，同时为历史的构

建提供了无数人的命运和生活细节。这是用文

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社会生活的片断与转弯处皱

褶处的命运。23年度选本视野广阔，既关注重

要文学期刊，也留意各种社会平台上的优秀作

品。我从中“看见”不少新人，看到“新鲜”

的“多维度”生活现场。许多年后，我们再回

望，一本以小说方式，一本以非虚构方式，来

写人民心里所思、所感、所经历的生活，其意

义会超出文本与文学，参与到社会学和历史学

的建构中去，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最生动的年

代足迹。

短篇要看一个针尖上有几个天
使在跳舞

王雪瑛：“简洁而浩瀚”的文本艺术形态表
达着我们对短篇魅力的理解与期许，短篇对当

今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时间而言，是一种友好的

文学体裁。短篇年度选本为我们展现了当代文

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态势，请谈谈近年来的短

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的创作难点在哪里，短篇

小说的魅力何在？

张莉：我非常喜欢短篇小说，对短篇美学有
自己的理解。优秀的短篇要有光，有生活之光、

智慧之光、艺术之光。“光晕”与“光泽”是我读短

篇时常常想到的词：人物要有光泽，叙述要有光

泽，语言要有光泽……尽管我以疏密、景象以及

人物弧光来讲述不同优秀短篇的光泽，但是，真

正优秀的短篇之光在于整体，需要我们去辨认、

去感受、去理解。好小说内部总会有“安静的炸

弹”，那是短篇最美妙的一刻，犹如在寂寂黑夜

中看到满天焰火。那是属于短篇的华彩部分，

是一位优秀小说家的创造力，唯有如此，才有读

者阅读时的“灵魂出窍”。2023年的短篇选本，

经历了多次筛选和讨论，我尤其看重深具独特

性又有文学质感的作品，让我们看见生活之光、

时代之光。阅读有光晕的短篇小说对我而言，

是愉悦，是治愈，是享受。

徐则臣：短篇在有限篇幅和尺度内实现艺
术抱负，这的确很难，必须“螺蛳壳里做道场”。

短篇是戴着镣铐跳舞，要看一个针尖上能有几

个天使在跳舞，可见短篇对作家的要求。短不

是讨巧，不是懈怠，而是要见你的真章，见你以

小见大、以点及面的能力。短篇是短跑，要看

你的爆发力，起跑就是冲刺，你必须收放自

如。现实很复杂，要把复杂的现实通过精短的

形式呈现出来，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短篇很

多，好的短篇不多；写短篇的很多，能写好短篇

的并不多。选本收的《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

是我这几年写的海外题材短篇系列中的一

篇。我希望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和高度来理解

和认识我们正在经历的国内外的变化。

乔叶：我很喜欢短篇的文体。哪怕非常忙，
我每年也都会尽量挤时间至少写一个短篇。因

为对短篇的钟爱，也是保持写作手感所必须

的。有一位前辈说过，短篇写感觉、中篇写故

事、长篇写命运，这是很精要的提炼。

同行们还有一个观点：好短篇都很“长”。

这个“长”不是指篇幅长，而是指人性、情感、社

会生活的信息量要丰富。怎么让短篇具备这样

的信息量，可能就是创作难点。短篇小说的核貌

似不大，写作的要义恰如张莉老师所言，“光晕”

感很重要，要考虑如何将光发散开来，就像将石

子投入水中不断荡起涟漪，光晕的发散如同涟漪

的扩散，可以抵达非常广阔的区域。我入选的短

篇《明月梅花》很切中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很小的

故事点，我尽力使之在岁月的光晕中、亲情的光

晕中，对久远的往事作出深沉的回应。

鲁敏：近年我觉得有两篇关于短篇小说的
序言可以反复阅读，一是短经典丛书里，王安忆

老师写的总序《短篇小说的物理》，讨论短篇技

术、短篇审美、短篇文体感，还有张莉老师写的

这篇序言。我们可以先读序言，再看所选文本，

对照阅读，看看小说有没有动人的光晕，短小篇

幅中有没有更长的人生，是不是在文体技术上

有更多可能性的探索与创新。

王雪瑛：新媒体催生了短视频、微短剧等文
艺类型，拓宽了文学发展空间和传播途径，文学

自身发展中也出现创作上的新变，你们在文学

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一线，请谈谈对近年来文学

创作新变的发现与评价？

徐则臣：在阅读、编刊和自己的写作中，发
现近年文学创作的三种变化：科幻成为纯文学

的一支生力军，创作者借用科幻外壳，探讨的重

心也在于现实、人生、情感、历史与文化，整个作

品呈现的还是纯文学柔和、富于弹性的质地，而

非习见的不锈钢式的那类科幻。纯文学对侦

探、悬疑、谍战等类型文学模式的借用日趋昌

盛，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中，有两

部借用了类型小说的叙事外壳，孙甘露的《千里

江山图》融合了谍战叙事，东西的《回响》则穿上

了刑侦的马甲。还有《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吕

铮的长篇小说《打击队》，也是刑侦题材，作者

本人是职业警察，作品也主要取材于这一领

域。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叙事资

源的现代转化已成为自觉实践，不同代际的作

家展开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奇谭志怪传

统的再发掘。文学出现以上三种为代表的新

变，是文学发展至今进入到了饱和期，作家们探

求更有感染力的表达，所以多方突围；这也是文

学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寻求更广阔的出路、

与更广大的读者接轨。

鲁敏：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似乎很“老实”，有
种熟极而流的稳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传播

途径上比较活跃，集体性的求变求新，当然也不

排除可能有着对流量的迷思。我对文本质地与

流量崇拜的非逻辑性关联总存在着一点困惑。

在沸腾的水面之下，还有大量处于默默无闻生

长期的创作者需要被看见。从这个角度而言，

年选或精选的工作，包括评论家在做的大量文

本梳理、文本评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能比较

安静、冷清，但正是这一部分，是一种恒常的存

在，可以与活跃的流量推动，来共同繁荣文学创

作的生态。

乔叶：作为写作者，我或许更专注于自己正
写和要写的作品，但也通过刊物和评论家们的

推荐感受到一代代更年轻的富有才华的写作者

在不断涌现。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出现在张莉老

师的选本里，便于我们阅读。

张莉：更为年轻的90后一代人成长起来了，
他们有锐气有朝气，我很期待。

期待面向未来的青年写作更生
猛更多元

王雪瑛：短篇选本与散文选本中呈现了
2023年度不同代际作家创作的题材丰富的优质

作品。请问其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什么

特点与新质？

张莉：年轻作家正在整体崛起。我希望看
到青年作家带来新鲜气息，异质感觉，说到底

文学是面对未来的。短篇选本中李唐的《饲

育》叙写父母从外地来到北京，发现孩子喜欢

“饲育”，但小说里并没有明确他在养什么，恰

恰是这种模糊性的处理，特别有趣，陌生化，也

有异质感。班宇的《漫长的季节》是去年很轰

动的作品，我从他的小说集里特意挑了出来。

梁豪的《我们唱歌去吧》、焦典的《暴雨过境》是

很有青年人状态的短篇。杜梨的散文《颐和

园》讲述了“我”在颐和园为人民服务的经历，

是很生动有趣的散文。年选中的每一篇作品

都可视为一个音符，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时

代的文学之曲、时代的文学之光。

徐则臣：年轻作家是支持文学刊物的重要
力量，是当下创作的基本盘，他们的创作变化

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文学的新变。比如

科幻元素的引入，仅我供职的《人民文学》杂

志，这两年发表的对科幻的化用比较抢眼的作

品就有：栗鹿 （90后） 的中篇《空蛹》、吴清

缘 （90后） 的中篇《卫煌》、沁屿 （80后） 的

短篇《美好的明天》等。

鲁敏：我一直很期待和看好年轻一代的写
作，相比我们70后这一代，他们的储备更充

分，阅读量大，技术性起点很高。同时他们也

很勤奋，可能五年就走到了我们当初十几年才

能到达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读者，有雄心勃

勃的写作蓝图，有与世界对话的格局和可能。

我期望他们更生猛一点，给文学现场带来更多

元的审美。

乔叶：我们常说作家要拿作品说话，每次读
到青年作家们才华横溢的作品，我就会感叹，这

是多么有力量的青春声音。他们的表达多元，

鲜活，新锐，也很有时代感，充满了他们特有的

情感和情绪，值得期待。

——关于小说和散文年度选本的对话
对话嘉宾：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则臣（《人民文学》副主编）乔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敏（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持人：王雪瑛（本报记者）

以审美品质、现实关怀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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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实习生 郭梦涵

“刚健、深厚、温馨、灵秀——唯一能把这八

个字、这四种美，全部集于一地的，只有江南。”

昨天的《江南大义》新书研讨会现场，该书主编

胡晓明教授提出，江南文化的特殊性恰在于能

够将这四个方面完美融合——倘若分开来看，

北方文化也有刚健、历史古城也能深厚，而江南

却是“刚健而不失温馨、深厚而不失灵秀”，这份

江南灵韵水乡独具的风清和润，温婉灵动，中和

了文化的棱角，让江南气质变得独一无二。

《江南大义》集结十余位沪上高校学者合力

撰写，涵盖文学、历史、文人交游、书法、园林、古

镇等内容，生动立体讲述江南由古到今变迁，全

方位挖掘江南文化渊源、诗词歌赋、艺术成就、

建筑古迹，多层次表现江南之美。全书融入江

南文学文化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文献材料，将

流动的江南文化魅力从学术圈带给读者。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教授评价本书“挖掘

江南独特丰富的文化底蕴，直通江南文化的精

神内核，勾勒出江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

江南并非柔弱而是“内在的柔韧”

长期以来，作为精神共同体的“江南”，深深

融合了南北中国的文化要义与向往，而不仅仅

是一种地域文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徐燕婷谈到，江南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更

是文化和文学维度上的江南。

“有人说，随便在江南挖一锄头土地，上面

都有故事，都有诗歌，都有传奇的东西。”虽是四

川人，胡晓明却对江南一见如故，第一次来江南

立即被文化风物所深深吸引，“感觉自己上辈子

是个江南人”，此后数十年投身江南文化研究，

他著有《江南文学诗学》《文化江南札记》等，参

与主编“珍藏江南系列丛书”《江南诗》《江南文》

《江南词》《江南赋》，以及古籍文献汇编《江南女

性别集》（初编至五编）等。他认为，江南大义第

一项即是刚健——“刚健是中国江南自由精神

的传统所在，江南不止水暖风清、温柔敦厚，也

是最具有反抗精神、最有骨气的地方。刚健的

精神在和平年代，就转化为向上的生命力，使江

南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创造力的所在。”

说到江南人或吴越人士的性格，大多数现

代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文弱”“风雅”，但在秦

汉人眼中吴越人士却并非如此。《汉书 ·地理志》

归纳吴越风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

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代专门讲述吴越历史

的《越绝书》说：“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

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可知汉朝人眼

中的吴越人士是勇猛善斗的形象，到了三国时

期吴人依然有善战之名。

“如果从故乡出发只能选择一个方向，我选

择了东南——南方是温暖的存在、东方是太阳

升起的地方；中学后学习文本上的江南，对诗词

有种天生的喜爱。”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

藏部馆员曾庆雨谈到，江南的柔性并非纯然的

柔弱，而是一种内在的柔韧。以张问陶《读桃花

扇传奇偶题十绝句》为例：“竟指秦淮作战场，美

人扇上写兴亡。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

李香。”貌似阴柔的江南在乱世被激发出浓烈的

刚性品质，即使浸润于南朝金粉的秦淮佳丽，为

明清易代之际的世变所激，也屡屡表现出风骨

气节。在她看来，柔美的江南蕴蓄巨大韧性，

“这种潜力与韧性有时还能超越华夷之辨与朝

代兴亡，提升为一种更深广的文化关怀与文化

信心，这在身处大变局中的近代诗人及其创作

中有所体现”。

开放的江南拥有面向未来的流动性

“在苏东坡笔下，江南是安顿生命和精神最

好的地方，他赋予了江南超级的意义。江南是

海纳百川、四通八达的，有极强的开放性，这种

开放性是可以面对未来的。”上海交通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朱兴和说。

“江南文化直到今天，依然是‘活着的传

统’，形成了非常有生命力的方向，是实时变通

的，在变化过程中形成重要的精神特征。”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谈到，江南文化历史悠

久、具有变动性，用“江南”来概括是有效并具有

包容性的。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剑龙认为，业

内不仅要从历史文献文学诗歌中寻找江南，更

应实地到江南，沉浸式地从生活中考察江南。

“写江南古镇不需要刻意构思，小桥流水人家就

是自然的江南印记。光是以关键词‘水’为线

索，就能为读者绘制生动的江南水系游历地图，

将公众心中零碎的古镇印象勾通起来。”上海体

育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郎净提醒道，江南古镇并

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古镇都有特色经济格局，

如丝业、绸业、盐、粮食等。“赋予小桥流水灵魂

的，一定是人家。因此每个古镇可作为江南不

同侧面的展示基地，而不是雷同的单一展示。”

在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竺

剑看来，“诗”“剑”“扇”“竹”“伞”等具象元素中，

都蕴含着江南的多面与流动性，“推广地域文化

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乡音的传承；随着文旅商

快速发展，希望更多人在实地切身的游历过程

中去感受一方水土的文化细节”。

恰如书中所说，不论是“江南”一词所指的

地域，还是“江南人”囊括的群体，抑或是“江南

风俗”包含的内容，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漫长

历史过程中，王朝的更迭、政区的变动、人口的

流动、习俗的融合，都是塑造“江南”概念的关键

因素。“江南”实在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

地理概念。

学者胡晓明主编《江南大义》全方位挖掘呈现江南之美

刚健、深厚、温馨、灵秀集一地，唯有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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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聚光灯

 文徵明《品茶图》局部（台北故宫

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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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江

南文化多元魅

力的新著《江

南大义》在上

海首发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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