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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多年来，江西散文稳步发展，在记录人情世事，

关注空间变迁，彰显时代精神，追寻传统文化等方

面有着深入的探索。就创作主题而言，近些年江西

散文作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挖掘地方文化

沉沙，重塑地方历史脉络；二，刻画乡土中国的普通

人，书写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三，多层次多视角地展

示传统文化的光晕。

小地方与大历史

近几年，江西散文创作“地方化”趋势日趋明

显。作家们习惯于下潜到地方性历史生活和自然

地理事物中，悉心翻检地方典籍、志书、传说、掌故，

查找文献和史料为地方著史立说。这种对地方知

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进行文学性、时代

性、史志性表达的类方志散文创作，往往以某个特

定地方为书写对象，如一县、一镇、一乡、一村、一条

街、一家店，甚至是某一个人，把地方与传统文化结

合起来，打通地方史学、地理学和乡土文学的联系。

此类散文中，江西作家构筑了许多有意义的文

学域名，如江子的“赣江以西”，李冬凤的“鄱阳湖北

岸”。这是文学地理学在散文世界中的推进。此类

散文在展示丰富而驳杂的有关地理、风俗、建筑、民

情饮食、服饰、医药等地方文化的同时，呈现了散文

柔软有温度的文体气质。这是散文对方志写作的

改造与赋义。

乡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母题。作家

江子获鲁迅文学奖的《回乡记》，不仅是一部中国乡

村人物志，也是一部中国乡村变迁史。作家在出走

与返乡，他乡与故土之间呈现出乡土文学书写的丰

富性和多样性。其中，《练武记》是少有讲述传统武

术传承的散文，该文表面上看是一篇家族史的记事

散文，实际上是在为赣江以西一个寂寂无名的特殊

群体——“老座”（当地一群武艺高强，处事老练，能

主持正义维护公理的公证人）著史。文中有许多深

思，作家努力为真正的老座正名，寄望于重新树立

懂得忍耐与慈悲，有道行和德行，能守卫一方的武

术精神。正如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词所说：“江子的

《回乡记》书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广阔人间

的滴血认亲之作。”

小人物与大时代

在江西散文家笔下，普通人也有着不普通的一

面。说他们是普通人，是因为这些主人公大多是生

活在乡村的小人物；说他们不是普通人，是因为他

们又有偏离传统农民的一面，多是乡野中国的异事

奇人。许多优秀的散文还展示了小人物与大时代

的关系，书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坚守与变化，

失落与传承。

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所绘制的饶北河上

游流域的“百年生活图谱”，就围绕着形形色色的乡

野之人徐徐展开：做土陶的人、开手扶拖拉机的人、

亡灵前跳傩舞的人、放下刀器自我救赎的人、提着

斗灯在黑夜旷野唱歌的人……《顶粪筐的人》为一

个想成为诗人的乡村石匠杨绍全立传；《灵猴》讲述

了一个乡村猎人不变的狩猎生活和改变的心理认

知。这些乡野之人践行着传统的天道观，并从中得

到自足与自洽。

浇洁的短篇散文《草蒙茸》介绍了两个与众不

同的乡村郎中：胡郎中和一点师傅。胡郎中爱游山

玩水、交朋结友，他会看人打卦，不时地摆摆谱，却

又医术高明，在村旁山麓触目皆是良药。一点师

傅更是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坚韧慈悲，给穷人

治病不收钱，给熟人邻里治病少收钱，不给强横无

赖治病。这篇散文写出了乡村郎中身上的气度，他

们或许难以融进现代社会，却仍然乐观豁达、仁爱

慈悲。

江西散文中的另一个人物谱系是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诞生与解决，大多有一个

共同的支点：故乡。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离乡

几乎是乡村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另一方面，在流

动的时空中，需要通过血缘和地缘来确证自身归

属，许多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演绎出了古籍中

“不系之舟”的意象。

徐春林的《十年书》以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视角，

观看赣西北地域的民情世故、自然风光、人文底蕴

以及家史变迁，塑造了一个从村庄出发、沿修河而

下走向异乡的行走者形象。他不是波特莱尔笔下

的城市漫游者，而是乡村的漂泊者。在村庄与城

镇之中，知识分子处于失去和拥有之间，在《十年

书》中似乎只有写作才能实现知识分子和村庄的

重生。

小生活与大传统

不少江西散文作家热衷于在普通人的小生活、

小确幸中寻找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伦理规范与习俗

传承，洋溢出浓郁的怀旧气息。这是一种向后转的

书写姿态，作家们试图用文字创造时间和空间双重

维度上的差异性体验，以此挽留日渐逝去的地方性

经验，而创作的主题多集中在地方饮食文化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上。

范晓波的《人间美食》从肉类、鱼类、蔬菜、水

果、主食等方面罗列了一系列他曾经和现在钟爱的

美食，在描述自己口味变化的过程中也讨论了当下

的一个文化现象：美食家背后的成因。正如作家所

说，美食家只可能在衣食无忧的年代有钱有闲的中

产阶级中诞生。丰足的食物不仅拓展了中产阶级

的味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的焦虑。

美食家尽管在追寻更多样化的饮食，却很难摆脱趋

于均质化的现实生活，大规模生产的食材很难还原

农业社会的生活气息。

陈蔚文用她的散文《与面包有关的时光》囊括

了有关食物的多重意义。第一重是一个中年男人

遭遇事业和婚姻双重困境后想开一家面包店渡过

危 机 的 故 事 。 这 里 的 食 物 有 着 经 济 学 层 面 的 意

义。第二重是食物之于摩登上海的意义。作家通

过找寻张爱玲笔下的“老大昌”面包店来找寻老上

海消失和遗留的小资情调。第三重是普鲁斯特笔

下玛德琳蛋糕的碎片心理——一种“原子化”个体

普遍的细碎体验。

传统的光晕除了饮食，还笼罩在诸多非物质文

化遗产上。散文作家们纷纷返回传统，把目光投向

了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进行有效的身份重

塑，寻找未来路径。朝颜《时光里的传承》讲述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遂川狗牯脑茶的制作工艺的具体

过程及梁家祖孙三代人之间传承狗牯脑的故事。夏

磊在《莫如抚琴》中提倡用古琴穿越千年与圣贤交

流、与自然对话，从而打开中华文化的密码——文人

士 子 修 身 养 性 的 操 守 以 及 儒 家 文 化 中 的 中 正 平

和。李冬凤的《深山有人家》介绍了大港地区的民

俗“打岔伞表演”。李晓君的《在火之上》记载了瓷

器从手工业制作转向工业化大生产，从艺术品转向

工业品的变化……

总体而言，近年来江西散文创作，不乏成熟厚

重的典范之作，也有一些同质化的创作。期待作家

们进一步深入广阔生活，大胆创新，创作出更多有

不同思考、不同文风的独创性散文作品。

近几年，江西文坛出现了一批青年小说家：文非、欧阳娟、王

明明，贺贞喜、田宁、林一……他们秉承江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

统，对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关注，笔触覆盖城市化进程、山乡巨

变、日常生活烟火及普通个体的内心世界。他们大多不是正面

书写时代的变化，而是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锐，通过富有意味的切

面来折射时代传导给个人的情感。小说的调性温和，却深藏着

批判锋芒与人文思考。

同样是书写基层生活，文非跳出了一般写作者的窠臼，在短

篇小说领域形成了自己的“语法”。他擅于在核心人物关系圈之

外设置一个意象。这些意象可以是流浪狗、俊美彪悍的白马，也

可以是无法自控的身体异能。小说通过人物对意象的不同情感

反应、碰撞和摩擦来推动故事。情节和意象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形成多样的叙事风格，偏重情节展开的如侦探小说或通俗小说，

偏重人物情感刻画的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意趣，偏重社会批判的

如现实主义小说。当然，在多姿多彩的叙事铺垫之后，故事的核

心都指向了时代与人性。《金手指》书写了夹杂在城乡之间的农

民工的养老困境。《风筝》通过一个总是不可抑制地要“飞”起来

的男人来刻画乡村生活中软弱但对家人充满爱意的父亲形象。

《玉米》可以看作一个乡村家庭女性“出走者”的“归去来兮”。她

回到乡下探望孩子，目睹前夫家的变故，并偶遇嫁入村庄的外省

伙伴。小说中的关于乡村生活的寥落、乡人频仍变动的婚姻关

系等细节令人深思。

擅长写职场小说的欧阳娟近年来频频推出优秀的中短篇小

说。她试图在小人物当中寻找生活的“英雄”。他们未必有什么

惊世骇俗的创见或伟业，但是他们敢于突破世俗的偏见，追求甚

至是创造自己的生活。《始于一九八六年的私奔》中，既不漂亮也

没有钱、甚至也不聪明的表姐，却执着勇敢地追求爱情。虽然最

后以失败告终，但表姐的“冒犯”让我们反思，究竟什么样的人可

以得到爱情，它与金钱、美貌都是奢侈品吗？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欧阳娟对“平凡英雄”的刻画，是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陋见的再

启蒙。《大明星》中，“北漂”的摇滚歌手回到南方小城，成了送丧

乐队的“主唱”。这难免有些黑色幽默，但又何尝不是普通人在

经历梦想破灭后倔强的自我拯救？这也是后现代症候的呈现，

符号在一系列意义秩序破产之后被重组和再拼贴。小说可贵的

是捕捉到变局中的小人物的梦想和追求，并予以同情和肯定。

王明明的小说细腻多思，真实地反映了作家从少年到青年，

从学校进入社会，从爱情到婚姻过程中复杂的人生况味和人性

观察。《雨崖》可以说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当代版。不同

的是，当下的“小林”并不批判世故的“刘世吾”，文学也没有将人

引向反省。小说将阿翔的复杂心理刻画得细腻深入，生动地反

映了一些年轻人在追求现实利益和保全独立自我之间的艰难选

择。《气泡》关注区域流动后的精神困惑。定居在南方小城的北

方男子，参加妻子外公的葬礼。在妻子亲戚群中，被展示和观

看，主人公陷入了懊恼情绪。王明明还关注到山乡巨变之下青

年人职业选择的变化。小说《天高云淡》以“创业+恋爱”的叙事

模式讲述女研究生云朵在下乡考察后逐渐认识到了乡村生活的

广阔空间，并对农村出身、果敢有力的上司逐渐产生好感。

田宁的小说既酷烈又温情，他通过设置时空的隔阂，使人物

以浓烈的情感展开对话和心理碰撞，形成极有辨识度的小说风

格。《我以为你知道》中，经历丧夫失子之痛的老妇呼兰发现庙宇

中的守庙人竟是当年出走的恋人，夹杂着旧日的愤恨和对当下

的关切使二人之间的见面和对话气氛紧张。《鱼鳍》是一篇内涵

丰富、结构复杂的小说。它戏仿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主人公吸收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营养成长起来，在经济大

潮奔涌的新世纪试图成为作家。他在母亲的埋怨声中走出家

门，打算去看望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当他踏上旅途的时候，却

获得父亲温情的陪伴。父亲讲述了从抗战到当前的历史，并且

安慰他经历过生死之后“想法不一样”。因此，这次出门远行本

来是“自我觉醒”之旅，却变成一场“父子和解之旅”。到目的地，

当摇滚歌手的朋友已经死去，而“我”决定像所有人一样顺着大

路前行，“青年时代”就此结束。

贺贞喜的《潮汐》通过两个并列前进的故事讲述，将一对男

女之间的“情感潮汐”错落地置于同一个时空，批判了一些男性

在婚恋中的两面性。一些恋爱中的男性会百般成就女性的梦

想，但婚姻中的这些男性却希望女性恪守家庭的“游戏规则”。

女性则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束缚，不断地逃离，不断地

成长。

此外，还有不少青年作家值得关注，比如写公安题材的林

一，以书写机关生活见长的陈修平，关注留守群体的精神状态的

陈玉龙等。

总之，近年来江西青年小说家以“后排观众”的视角深入生

活，在强与弱、对与错、先进与落后这些对立的范畴中，他们并不

附和潮流，也不一味批判，而是在二者之间看到人性的复杂，通

过生命的温度来突破僵化的概念。

弄潮二十几载，江西网络文学愈

发呈现出差异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积极推动着中国网络文学繁荣壮大。

江西网络作家在挺进精品化路径上，

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笔耕不

辍，孜孜求索。例如净无痕、方想、天

瑞说符、半醉游子等的科幻小说，跃千

愁、佛前献花、七月未时、孤独漂流等

的仙侠小说，天下第一白、天堂羽、粉

嘟嘟的馒头、九灯和善等的都市小说，

沉默的糕点、缸里有米等的玄幻小说

以及红刺北的言情小说、犁天的悬疑

小说、上山打老虎额的穿越类历史小

说，创作风格日渐主流化，朝着更加健

康、有序、积极的方向进发。

向精品化提质
近几年，无论是从一些专业的文

学榜单上，还是一些热门的网络文学

荐书单中，时常能看见江西网络文学

的身影。江西网络文学精品力作不断

涌现，首要原因来自江西网络作家的

集体发力，大家坚持内容为王，纷纷以

饱满的故事、沉浸式的画面、丰富的精

神内核来创新作品。

故事性，是提高阅读快感的重要

支撑，这考验作者“想故事”的能力，也

对作者“讲故事”的笔力提出了要求。

净无痕的《7 号基地》整体构思宏大，

情节紧凑曲折，分为地下世界、城市猎

人、首府风云、救赎之战、帝国崛起 5
个部分。为了复仇，许末从地下世界

一路冲杀，几乎把整个地下世界搅翻，

逃脱至地上城市，在超凡学院、皇家学

院等地方的各种“花式”大战中，锻炼

了能力，也提升了影响力，逐步向上层

权力中心靠近。作者很好地借鉴了说

书人“欲知后事如何，听我慢慢道来”

的讲述手法，悬念感拉满，还时不时有

条不紊地抖包袱，文风紧张而从容。

快节奏的阅读体验中，受众追捧

小说人物的高光时刻，反复打卡影视

剧中的“名场面”。作品中此类的文字

图像化倾向，与深刻影响网络小说发

展的电子游戏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营

造某种沉浸式空间。净无痕、方想、天

瑞说符、跃千愁等都是塑造小说场景

画面感的行家里手。如方想的《龙城》

中，被陌生男子挟持的赵雅与龙城初

遇的一段文字，“一花”“一阵”“一道”

“一声”“一软”等瞬时性词汇的频繁使

用，加之声、光、色、动作、感官的配合，

营造了画面渐次闪现的蒙太奇氛围，

令读者仿佛置身于文本中那个狭小的

楼梯间，窥视了那场精彩而又无声的

打斗。

网络文学有了愉悦的阅读快感，还

要有饱满丰富的精神内核。天瑞说符

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讲述了白杨和半

夏共同面对地球人被外星体“收割”的

末日求生的故事。宇宙浩大与人类渺

小的图景，外星文明的强势与人类文明

的衰弱，无线通信技术、时光慢递三定

律等硬核概念，搭建起整部作品科幻感

的基座。2019年的一群人想尽办法阻

止未来“黑月”的入侵，拯救地球的最后

一个少女半夏，但是时光慢递定律又揭

示了未来只不过是现在的“复印”，结局

难以逆转，生成的崇高感和悲剧感提升

了作品水准，寄托着作者对未来人类命

运的思考。

向多元化创新
近年来，网络文学涌现了一种数

据库写作思维，即将文学史中曾出现

的元素、符号当作可共享的数据，作者

模拟数据库的采集、存储、提取和更新

方式来写作，如从名著《红楼梦》衍生

出来的大量同人创作。此类创作对原

有文学类型进行杂糅，拓宽了题材边

界，丰富了作品表现力。

红刺北的创作就呈现出此类风

格，如《砸锅卖铁去上学》将星际机甲

元素移入女频创作，《第九农学基地》

将女频中惯用的种田类型放置在末世

废土的背景中等，为女频网文类型提

供了变体样式。红刺北的小说，都围

绕着女主角的成长主线展开，但作者

摒弃了以往女频文“傻白甜”式和“大

女主”式设定，有意淡化女性外貌描

写，在言情基础上搭配种田、机甲、重

生、穿越等要素，使用强强联合的 CP
（人物配对）设定、“阴差阳错”的叙事

结构，赋予了女主新的特质，开掘了女

频网络文学的表现维度和思想深度。

粉丝文化是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

又一个重要诱因。网络文学的产业化

和类型化，与互联网技术下的标签搜

索有关，更与读者消费偏好的细分有

关。由此形成的圈层化阅读，渐渐重

塑文学场域内的文本和读写行为。许

多网络作家，如净无痕、天瑞说符、方

想、上山打老虎额、跃千愁、沉默的糕

点等，在多年的笔耕中拥有了自己的

规模化受众，甚至是“书粉”。方想的

《卡 徒》连 载 近 2 年 ，共 611 章 210 万

字 ；《五 行 天》连 载 近 3 年 ，共 714 章

212 万字；《龙城》连载已超 4 年，目前

断更 1 年多，共 385 章 106 万字。尽管

更新速度稍慢，但《龙城》仍旧累计获

得了一百万张推荐票。如此持续的断

更“脱敏疗法”，为作者筛选出一批“真

爱粉”，甚至不少粉丝留言要“众筹（把

方想）关小黑屋（更新）”，足见作者与

读者之间的黏性。

与方想的“随性断更”不同，沉默的

糕点、上山打老虎额每年都有新作问

世。沉默的糕点笔下的人物在玄幻的

世界“穿越”“复仇”“逆袭”，上山打老虎

额笔下的现代主角则在历史朝代中关

心“青霉素研发”“火器改良”“通货膨

胀”“水运贸易”……快节奏的叙事、轻

松的阅读体验，吸引了众多年轻读者，

也让这些作品在平台的推荐票、月票、

打赏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历经 20 多年求索，中国网络文学

日趋成熟。未来它将如何发展？这是

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但现

阶段下，精品化、经典化仍是网络文学

的必由之路。网络文学首先是文学，

内容为王、精品至上的价值追求不能

偏向。此外，随着网络文艺 IP 长尾效

应凸显，网络文学的“母本”作用愈发

明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

新时代新风貌，是我们网络文艺作家

面临的必修课。

特特别策划

在微观现实中
探寻人性的复杂

——近年江西青年小说家观察
□ 俞佩淋

地方的考掘
——江西散文创作的一种观察

□ 林 秀

澎湃汇入文学主流
——江西网络文学新观察

□ 吴 玲

近年来近年来，，江西文学不断攀登江西文学不断攀登，，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面貌，，并在某些领域集中发并在某些领域集中发
力力，，取得了较为亮眼的成绩取得了较为亮眼的成绩。。本期本期，，我们推出江西文学观察我们推出江西文学观察————

山河故土赋新篇山河故土赋新篇山河故土赋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