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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创作这十年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飞跃式发展

的十年。文学创作展现出蓬勃、旺盛的

生命力，优品、精品层出不穷，生动描绘

着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万千气象，努力

满足着人民对于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

需求和期待。

“人民性”的中心
地位得到充分凸显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

人民的文艺。”这为新时代文学发展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十

年来，“人民性”在文学的中心地位得到

充分凸显，文学工作者不再沉迷于一己

悲欢，而是不断从人民的生活中挖掘丰

富矿藏。

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成为文学创

作的表现主体。

严肃文学致力于弘扬劳动者的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赵德发《经

山海》、欧阳黔森《看万山红遍》反映劳动

者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伟大事业里

所发挥的作用；陈彦《装台》、关仁山《白

洋淀上》表现劳动者在平凡生活里吃苦

耐劳的精神品格；葛亮《燕食记》、王旭烽

《望江南》描摹精妙的劳动技能，传承亘

古不变的“匠人精神”……这些作品不光

展现劳动的力与美、刻画劳动人民的心

灵世界，还重新凸显“劳动”在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在北

京送快递》《我的母亲是保洁》等非虚构

作品以职业作为切入点，勾连起各种社

会关系，也让人们对于身边习以为常的

劳动有了重新发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

讨论。

网络文学更凸显劳动人民的创造

性，《重卡雄风》里锐意创新的年轻改革

者和兢兢业业的前辈工厂人以大公无私

的精神和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将重型卡

车的“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不少

以“一带一路”、援非建设为背景的网络

文学，展现了在海外奋斗的中国劳动者

的形象。

可以说，劳动者和他们实干奋进的

精神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里一个闪亮的

符号。

“人民性”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的主体

是更广泛的人民。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拿

起笔进行创作，杨本芬“女性三部曲”等

“素人写作”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真切感受，点亮了中国人的微观生命史；

王计兵从外卖小哥变成“外卖诗人”，把

人生的每一步都织成了诗（写诗“是苦日

子里的一颗糖”，也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激

活）。“素人写作”的成功也鼓舞了普通人

的文学梦想。中国有着庞大的文学人

口，基层文学爱好者可能缺乏严格的文

学训练，但他们作品里呈现出的丰富人

生经验、真挚情感、蓬勃的生命力，留给

读者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专业文学机

构对业余写作者投以更多的关切、帮他

们实现文学梦想，中国作协“作家朋友，

欢迎回家”活动就邀请了各地的基层作

家走进他们仰慕已久的文学殿堂，张慧

瑜等文学工作者辅导民间文学团体创

作、帮忙推荐作品发表。当越来越多的

“素人”投入创作，不光呈现了生活的多

样性，也拉近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重建

文学与生活的交集。

承载时代精神，也
应时代变化而发展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十年来，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不断

增强，诞生了一批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主题创作。

围绕着决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

重大历史节点，报告文学作家创作了《乡

村国是》《国家温度》《塘约道路》《出泥淖

记》《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江山如此

多娇》，张桂梅、张富清、袁隆平、麦贤得、

南仁东等一批时代楷模的形象也通过文

学的塑造变得更加立体。

长篇小说努力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

变化。梁晓声《人世间》讲述了一代人的

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塑造了一批有情

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

象，具有史诗般的品质。陈彦《主角》以

一个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着

广阔的社会现实，尽显大时代的鸢飞鱼

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周

瑄璞《芬芳》通过描绘中原大地一个大家

族四代人的生活波折、精神变化、命运转

向，折射出中原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至

当下的巨大历史变革。青年作家马金莲

《亲爱的人们》以80万字厚重篇幅反映

西海固脱贫致富全过程，涉及异地搬迁、

脱贫攻坚、西部发展等关键事件，同时体

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文学也承载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孙

甘露《千里江山图》里革命者为革命事业

和内心信仰前赴后继献出生命，李洱《应

物兄》呈现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

界并有所反省，东西《回响》探索都市人

隐秘的精神状况，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

性的复杂缠绕。

新时代，文学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

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来。清溪村是作家周

立波的故乡，也是《山乡巨变》的发生

地，文学对这座村庄而言不只是一张简

单的名片，而是尝试与农业、农村、农民

相结合，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一

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余艳《新山乡巨变》

生动记录了文学如何助力清溪村的振

兴。在新一代文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前辈

作家对家乡、对未来的憧憬，正在成为美

好现实。

时代变化也影响着文学发展。科幻

文学成为新历史起点上人们展望中国从

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表达方

式。科幻文学繁荣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

的不断强大以及年轻一代科学素养的显

著提升，同时一些科技工作者也加入到

文学创作队伍中来，张文武是一名激光

极端制造团队的专家，他的科幻创作以

强大的科研背景作为支撑。中国想要真

正成为科技强国、创新强国，就需要国民

普遍拥有蓬勃的创新力和想象力，而这

正是科幻文学发展的坚定目标。

文学创作的媒介
化、精品化、母本化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

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十年来，文学生

产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文学创作呈现井

喷趋势，优秀作品得以不断涌现，文学越

来越多地成为其他艺术门类的母本。

专业文学工作者将精品意识贯穿于

创作的每一个环节。文学创作空前繁荣

的同时，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问题。于是各级作协加强

了对创作资助、文学评奖、文学评论、文

学出版等关键环节的引领，最具代表性

的是2022年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出

版社从前期创作就开始介入，与作家共

同打磨作品，作品完成后举办改稿会、发

放试读本听取各方意见。作家申请到创

作资助可以更沉下心来深入生活，以精

益求精的态度打磨精品。秉持着精品意

识，诞生了《雪山大地》《宝水》《欢迎来到

人间》《燕食记》等一批具有思想深度、时

代高度、艺术精度的优秀作品，同时这些

计划、作品成为“标杆”，指引着中国当代

文学创作的方向。

另一方面，当写作成为普通人记录

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文学的发表平台

也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延伸到新媒体，甚

至是朋友圈、备忘录。新媒体上，非虚

构和诗歌成为主要创作门类，也催生了

“谷雨故事”“人间 theLivings”“正午故

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 ·镜相”“三明

治”等非虚构创作平台，吸引了一批稳

固的读者群体，在个体和社会间搭建了

桥梁，拓展了人们对现实的丰富认知，

也能引发话题讨论，重新凸显了文学的

社会意义。大量的爱好者选择在社交

媒体和视频网站上写诗，诗歌与其他媒

介形式紧密结合。一种是图文结合的

诗歌，不只写在纸上，还写在墙上、树

上、车上、砖头上，任何物品都可以变成

诗歌的载体；另一种视频化的诗歌，诞

生于日常生活场景里，保持着粗粝的面

貌和尖锐的意义探寻，把虚无缥缈的文

学重新拉回到大地。文学创作的媒介

化，也使得这种由普通人书写、源自生

活土壤、真挚素朴的文学借助新媒体被

更广泛地看到。

张艺谋曾经有过一句著名的表述：

文学驮着电影走。而在最近这十年，我

们看到文学正越来越成为其它艺术门类

的母本。《人世间》《我的阿勒泰》影视化

的成功，引发人们对于原著的浓厚兴趣，

“文学性”依然是决定影视改编灵魂高度

的关键要素。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全方位

开发，《千里江山图》不光被改编为影视

剧，也开发成舞台剧、中篇评弹、连环画、

剧本杀。围绕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艺术

门类根据自己的特点对关键元素进行提

取，带给读者不同于文字阅读的新奇体

验。网络文学早已成为网络创意产业链

的起始点和发动机，微短剧等新的媒介

形式也大量借助网络文学作为素材。但

如何提升网络文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

位，还需要持续探索。

新媒体时代文学
传播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

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

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面

对这一轮历史性的变革，文学工作者努

力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这十年来，无论是作家参加综艺节目、开

设新媒体平台，还是出版社借助直播销

售图书、文学机构利用颁奖典礼推介优

秀作品，都是文学界借助新媒体在不断

探索抵达大众的新途径，努力打开过去

封闭的传播圈层。

传统刊物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

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十月》杂志的小红

书粉丝已达1.9万，《收获》杂志的“无界

文学”系列活动已成品牌。新兴刊物

《北京文艺评论》打造新媒体的专属内

容、整理互联网的思想碎片，建构了一

个新的人文思想空间。文学刊物、出版

社都在利用新媒体拓展销售渠道，东方

甄选直播间《人民文学》和《收获》杂志

创造出8.26万套、7.32万套，过千万码洋

的销售记录，迟子建、李娟的作品销售达

数十万册。

作家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努力展

现自己的公众形象、打造人设，帮助文学

更好走向大众。传统作家打破过去严

肃、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幽默睿

智、接地气的一面。《我在岛屿读书》邀请

苏童、余华、西川等作家为常驻嘉宾，他

们有着丰厚的人生积淀，坦诚分享文学

之于人生的意义，碰撞出精彩的火花，作

家在镜头前的幽默诙谐呈现出一种和沉

重作品的反差感。青年作家则一面借助

新媒体凸显某种个性姿态、将创作变成

“事件”，一面通过情感联结把作者、人

物、读者重叠为一个整体、引发共鸣，以

朋友的姿态陪伴读者成长。

一批社交网站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

平台，它们不光带给文学巨大的流量，也

生成了许多新的文学场。视频网站也将

文学作为重点内容，既有文学课堂、文学

评论、文学作品解析，也聚焦普通人的

创作生活，把神秘、私人的文学创作变

得公开、公共、可视化。影像化的呈现

方式把诗歌从可听可读变成可看可感，

展现出生活处处充满着诗意，鼓励人们

不断去发现。新媒体上还诞生了文学播

客等新的传播形式，节目里嘉宾放松地

讨论文学与生活，激发独立思考、打开

延展空间，同时又保留了一份神秘感，满

足当下年轻人“既亲近又有距离”的边界

意识。

新媒体时代，文学在生产、传播上的

诸种变化，其目标在于探索如何与读者

更好地发生碰撞，加强不同人在不同时

空的情感联结、激发读者的分享欲望，重

新缔造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

网络文学的突破
与跨越

“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

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十年来，网

络文学迅猛发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规

模达3786.46万部，网络文学作家队伍约

为2929.43万人，网络文学读者规模达到

5.5亿人。如此庞大的市场，使网络文学

成为最具活力的文艺样式，网络文学作

家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网络文学从过去源自天马行空的想

象变成更多取材于人民和现实生活，现

实题材创作繁盛，呈现几个突出特点：一

是全方位反映现实生活，从呈现个体悲

欢延伸到处理人与外部世界、个体与时

代的复杂关系，从反映社会问题到展开

对宏大命题的思索。比如《剖天》通过气

象灾难导致人物命运变化的设定来思考

科学、自然、时间、生命、宇宙、人性与自

由意志等宏大主题。二是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融入了悬疑、推理、科幻等类型元

素，在描写上兼具文学性与网感。比如

“动物三部曲”开头设置悬念，先引人入

胜再带出严肃的现实问题，拓宽了现实

主义的表现边界。三是通过对各个行业

的描写，呈现出当代中国人独特的情感

结构，塑造出一批挣扎、迷惘但仍不失奋

斗精神的人物形象。

网络文学作者也开始借鉴前辈作家

“深入生活”的优良传统。他们本就来自

各行各业，拥有真实的工作经验、了解生

动的行业细节，除了调用现实经验，他们

也主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收集素材，并

对典型题材进行深度加工。比如《一路

奔北》以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为原型，

讲述了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不断克服技

术瓶颈、外部竞争等危机，携手推动国产

卫星导航系统自主研发的故事。为了更

好地完成创作，作者多次前往相关科研

单位进行采风，并邀请专家对创作进行

科学支持和专业审阅。

网络文学不再沉溺于奇幻想象、历

史穿越，而是将目光投向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之路，真切反映时代脉动。《青山

脚下三块石》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

自治县澄照乡三石村为原型，以新安江

水库移民为故事背景，描写了我国各族

人民之间的相互交往、融合，以及村干部

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相

类似的还有《大国蓝途》《问稻》《只手摘

星斗》等作品，铺陈了一幅幅时代发展的

恢宏画卷，具有深刻的现实品格和深远

的现实意义。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网络文

学积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化，大量“国风”作品涌现，对刺绣、戏

曲、制瓷、茶道等传统文化进行展示。这

些作品大多以文化传承人为主角，描写

他们如何继承传统技艺并发扬光大，也

以文化遗产为线索串联起漫长的历史变

迁。为了创作这些作品，网络文学作家

不光需要掌握大量的历史细节，还需要

了解一个技艺的传承脉络、一个地方的

风土人情，他们创作的过程也是对中国

历史、传统文化加深了解的过程。

创作者不单借鉴古代的历史背景、

文化资源，还对古典文化、古人智慧、民

俗生活进行参透、还原，同时融入了现代

人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他们对于历

史的讲述，也源于现实面临的诸多困惑，

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就是将当下

年轻人的职场焦虑移植到古代，赋予神

仙凡人的喜怒哀乐，带给读者一种穿越

次元又深感共鸣的奇妙体验。

十年来，网络文学还承担一个重要

的功能——向世界讲述丰富多彩的“中

国故事”。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已超

40亿元，海外访问用户超过2.3亿，覆盖

约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文化

交流的主力军。网络文学向世界展现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发展的日

新月异和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帮助世界更立体、全面地认识中

国。同时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的强大也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创作者、读者，使他

们对中国更具有亲切感，提升着中国文

化的软实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2014年10月15

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成为一座继往

开来的丰碑。十年过去了，在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指引下，文学创作出现了崭新

的气象，诞生了一批精品力作，广大文学

工作者努力担负起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的光荣使命，通过文学创作提供给

人们丰富的精神力量，奏响澎湃的时代

强音。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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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人民之心与时代之路

霍艳

 
梁
晓
声
《

人
世
间
》
书
影

 
赵
德
发
《

经
山
海
》
书
影

 
东
西
《

回
响
》
书
影

 
葛
亮
《

燕
食
记
》
书
影

 
陈
彦
《

装
台
》
书
影

 
孙
甘
露
《

千
里
江
山
图
》
书
影

 
马
金
莲
《

亲
爱
的
人
们
》
书
影

 
胡
安
焉
《

我
在
北
京
送
快
递
》
书
影

 
杨
本
芬
《

我
本
芬
芳
》
书
影

 
晨
飒
《

重
卡
雄
风
》
书
影

最近这十年，我们看到文学正越来越成为

其它艺术门类的母本。《我的阿勒泰》影视化的

成功，引发人们对于原著的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