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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获丰富多样 景象令人欣喜
2024年的文学创作不仅堪称“丰年”，而且也呈现

出某种重要的趋向，这就是从一些主要的题材与体裁

领域来看，在向着作品的高品位、创作的高品质方向

发展和迈进。无论是年度文学创作，还是一个时代的

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标志，应该是持续推出“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和“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

尽管距离这样的标准和要求还存有较大的差距，但朝

着这个方向和路径不懈努力和砥砺前行，就很让人欣

喜，颇令人期待。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回望历史与感受当下
本年度批评界的重要话题，是方法论的讨论，还

有“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方法论的讨论由来已久，是

“历史化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社

会学的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文章越来越注重“史

料”，形貌越来越“学术”，越来越“厚古薄今”，也越来

越失去现实感和历史感。好像我们历经四十余年所

取得的变革，那些关于文学观的成长已一夜归零，某

些文章的观点一下又回到了四十年前。所以在历史

化的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要内置一个“文学性标准”，

还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在加深历史化研究的同时，不

至于让我们的文学观发生蜕变。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即使是平凡的一年，也是不该被忘却的，因为有太多的重要作品伴随作家们的辛勤劳作，带着墨香

走进书店，走向网络，走向我们的书桌。当评论家们翻检2024年的文学作品和现象，竟然发现，有那么

多重要作品和若干珍贵的记忆，已经逐渐被岁月蒙尘。我们需要记录，需要梳理，需要记下这些片断，

因为它们曾经打动我们的心灵，也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据《中华读书报》

先锋之风拂面而来
2024年读到了不少好作品，但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

是，这一年吹拂着先锋之风，它带给文坛一番清新。有两

部先锋性凸显的作品都来自山西，令我对这一内陆地区

的地理意义不得不重新认识。一部是吕新的长篇小说

《深山》，一部是张锐锋的长篇历史散文《古灵魂》。

先锋性从根本上说，是摆脱既有秩序和习惯约束的

冲动和意念。先锋性诉诸于行动，就会溢出河道，寻找到

新的出口。先锋性也许能够引导大河开辟出一条新的河

道。事实上，2024年还有一些作品可以纳入先锋性的视

野，它们只是先锋性强弱的区别。我希望这是2024年带

来的好兆头，它将让先锋之风持续地吹拂下去。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带有某种苏醒迹象的一年
2024年的阅读记忆中，格非的长篇小说《登春台》

总有余音绕梁之感。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沈辛夷、陈克

明、窦宝庆、周振遐的人生故事，具有一种对现实生活

宽广的涵盖性和深入的观照。在成熟的读者面前，作

家必须是真诚的，你有什么值得以文学的方式传递给

别人，是要经得起追问的。近一两年，文学期刊对青

年作家的关注度普遍提升，年内《收获》《人民文学》

《钟山》《十月》《青年文学》《山花》《天涯》等杂志纷纷

推出青年作家的专辑和专栏，一大批“90后”“00后”作

家脱颖而出。此外，《草原》对“自然文学”的大力倡

导，也使生态文学形成势头，成果可期。

宗仁发（吉林省评论家协会主席、

《作家》杂志主编）

AI时代，
文学有义务纠正科技神话的癫狂
这是一个科技神话无处不在的时代，也是这个神

话恣意横行的时代。在互联网的神话渐次消失之后，

AI又粉墨登场。AI或许无所不能，它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创造未知的一切，但文学更有义务纠正科技神话

的癫狂。文学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文学可以改变

世道人心，可以在更深远处做到AI永远做不到也看不

到的事务。因此，我们的文学并非无处可去。2024的

长篇小说创作，仍然能有很多优秀作品。

孟繁华（评论家、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

那些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学
很多年前，在一次讨论贾平凹的小说时，我提到

“晚期风格”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问题，这是受到德国

美学家的“晚期风格”概念的影响，希望对包括贾平凹

在内的一批年龄相近、经历相似的作家作品有一种类

别和风格上的概括和抽象。“晚期风格”并不意味着没

落和终结，而是对那些持续创作时间很长的作家写作

的一种风格上的重新界定和美学审视，尤其是与他们

一以贯之或成熟期的创作形成一种镜像式的对照。

我们还可以扩大一点，将“晚期风格”作为一个美

学概念来观照2024年中国作家的一些创作，张承志的

作品集《先知与解放》、莫言的作品《不被大风吹倒》以

及王蒙的短篇小说《高雅的链绳》等，或许都会让人感

到有一些相似性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接近，这是在

21世纪即将过去四分之一时，一些跨越20世纪后半段

的中国作家留下的文字记忆。（以上转载时均有删减）

杨扬（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