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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党员大会胜利召开

浙江文学院 （馆 ）党支部召

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

生活会

第三届 “三毛散文奖 ”颁奖

典礼在定海举行

批评立场

2020 年中篇小说述评———

一张以亲密关系为题的思

维导图 聂 梦

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

杨庆祥

刻小说的人 庞余亮

生命的富余 项 静

作家生活
一纸才情，岚字烟书

徐 寅

诗歌，青春永恒的烛照

鲍静静

暗夜破晓，终迎曙光

钱诗瑜

这“古老的敌意” 黄咏梅

原创作品

泡椒鱼头 符利群

混沌之夏 虞 燕

湄池 李志铭

母亲的事业 胡曙霞

莲花落记 岑玲飞

文学联盟

《金华文学》

地址：310005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

山路 73 号金汇大厦 17 层省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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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赞歌
百万大搬迁 ［报告文学 ］

徐 剑 李玉梅

躬身［报告文学］ 任林举

昆张支队［报告文学］

杨义堂

短篇小说

老子忘了…… 谌 容

箱子或旧爱 韩 东

坝上 李凤群

开门 陈崇正

麦海 徐广慧

眼光 唐吉虎

中篇小说

进山 阿 莹

姑妈的子弹 赵 晖

散文

另一种自然 李青松

密林之歌 刘东黎

温暖的故乡 廖华歌

龙山寻根 徐锦庚

诗歌
微言录 张二棍

禾字旁 谈 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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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唐糖小说二题

双眼沉降在后脑（短篇）

月亮鱼（短篇）

我与我们之间（创作谈） 唐 糖

镶嵌艺术家与不平行世界———关于唐糖

的小说 聂 梦

中韩作家二重奏

谁杀死了那只猫（短篇） 〔韩〕尹大宁

翻译：朱麦可

护心镜（短篇） 曾 剑

实力

菱角塘（短篇） 何 在

晚安（短篇） 海饼干

汉诗

黄礼孩的诗 黄礼孩

张勇敢的诗 张勇敢

弦河的诗 弦 河

感觉

我与顾前 狗 子

生活对我情深意重 强 雯

双重观察

文字缘同骨肉深———关于刘海涛 黄德海

写给黄德海的一封信 刘海涛

张英访谈

王刚：我在写作时是文人 ，写完后是商人

王 刚 张 英

联合课堂

个体心灵危机的症候分析———东西 《回

响》讨论 主持：李佳贤 吕彦霖

表演独白

《伪君子》： 我们对斯坦尼体系有什么误

解？ 邓菡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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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当代化发

展 李艳丰

文学前沿

从凝视到再现 孙 郁

思想圆桌｜文学与哲学

空间诗学：一个研究札记 王晓华

学理及其文论价值述要 王 坤

从空到无：鲁迅的生命哲学及自我超越 吴晓东

生存的三个层面与文学的边缘化 陈林侠

粤港澳文学瞻巡

粤港澳经典重读 黄谷柳

左翼导向与市民经验的融合———论黄谷柳 《虾

球传》的文学史价值生成 李俏梅

必要的状态———杨克论 何言宏

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陶然小说的香港书写

徐诗颖

非虚构文学研究当代纪实文学创作中的广东现

象———以杨黎光、 喻季欣与陈启文为考察重点

章罗生 陆 丹

文学现象扫描

新媒介时代的新生态文学批评———《作品》评刊

团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与影响 黄柏刚

当代文学经典重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刘 艳

作家作品评论

青年作家小辑 郑小琼 贺仲明 申霞艳 主持

我们时代的音符：郑小琼的诗歌

周筱静 著 徐 俊 译

标语喧哗的年代与城市的还原时刻———论郑小

琼的诗 王辰龙

远方的实现， 及重新想象诗歌———评郑小琼诗

集《行旅》 程继龙

诗歌之道 郑小琼

历史、 怀旧与现实主义的文学力量———刘庆邦

《女工绘》与 1980 年代以来的历史叙述 王金胜

革命·日常·现代性：《花街往事》的空间政治 朱敬怡

从浔江到运河———黄咏梅的文学地理 史建国

天地与我并生———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的生

态美学 杨秀云

广东文学蓝皮书（2020）

用广东叙事铭记现实和历史———2020 广东纪实

文学 刘茉琳

作家语录

对大湾区语言文字历史和现状的一点观察———

在个体与命运共同体： 大湾区文学的多种可能

对话活动上的发言 邓一光

再谈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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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广告

（上接第 3 版） 学画画一开始也最想学油

画， 因为油画可以如实描摹出人的面部

五官， 眼神和表情。 后来喜欢徐渭和任

伯年的国画， 也更喜欢他们的人物画超

过山水和花鸟， 因为有各种姿态和神情。

人何其复杂， 面对不同的个体 ， 随时可

能被激发出好坏截然不同的特质 ， 就像

钻石一样， 切面越多越璀璨 ； 而一个创

作者能够理解越幽微的人性， 有能力把

握更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构建的世界

也就更真实辽阔。 现在和将来 ， 我都希

望能够有能力书写更多更准确的群像。

记者： 我想，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目
光聚焦在你作品中的某一类上， 如《安翔
路情事 》《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 》（《寄居

蟹》）《张南山》《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等，

这些作品的相似性是， 他们都是你陌生
的群体， 我猜你对其中因由有自己的解
释。 我关注的是， 你抵达现实或者底层
的方式是不同的， 摊主、 三和大神 、 快
递员、 跳广场舞的老人， 这些都是离你
生活相对较远的人 ， 你也提到 ，“《张南
山》《寄居蟹》都有点太难过了， 我自己反
而会怀疑这种难过， 担心太煽情了”， 为
什么会有这种怀疑和担心 ？ 它代表了
一种分寸和难度吗 ？ 但我觉得老舍奖
颁奖词———“作家的职责不仅仅是摹写
生活 ， 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经验 ”

是一贯作用于你的写作的 。 如何写出
这种生活和人 ？ 更进一步的 ， 如何抵
达一种现实 ？

文珍： 其实快递员也好 ， 麻辣烫西

施也好， 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远。 还是拿羽毛球来举例吧 。 我

最近经常去打早场， 有两大发现： 第一，

不打早场不会知道， 原来北京早上不上

班的年轻人是这么多， 并不完全是退休

的老同志们； 在这个场域里 ， 也会有形

形色色的人， 在球场上展现出各式各样

的性格。 比如经常和我组队的一个女生，

她主动加了我微信以后我发现 ， 她原来

是一个微商， 在朋友圈卖孢子粉和灵芝

粉， 还经常送给球友们一些小样 ， 但是

她却从来不向我们推销 ； 另有一个男生

球打得很好， 但他属于脾气温和的高手，

打混双时不会总对女搭档指指点点 ， 而

是每个球都尽力配合。 过了很久才知道

他是从事保险业的， 和我们平时见到的

保险从业人员差异很大———因为我们自

以为认识的从业者， 通常都是在电话里，

而且经常会话还没说完就被毫不留情地

挂断； 但细想又仿佛可以理解 。 所以我

想，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 的确对后天性

格多少都有影响； 但在所有这些职业标

签和痕迹之外， 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 一个很可能热爱运动多于挣钱 、 希

望在工作之余发展爱好 、 愿意日子越过

越好的人。 第二， 人和人之间本能的好

奇心和边界感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 现在

看书的人虽然少了， 很多人也会通过抖

音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去了解不同的世界，

所有人其实都想得到更多的他者经验 ；

但同时， 在现实生活中， 成年人又都会

格外小心地保持距离感 。 就像我会好奇

球友们的职业一样， 我的球友也经常问

我是做什么的。 我只需要简单地说 ， 写

东西的 ， 大家就立刻能反应过来 “噢 ，

是一个作家”。 但好玩的是， 就像我不会

仔细询问保险从业者他的工作内容一样，

大家其实也并不真的会直接关心作家的

生活方式， 更没有罗曼蒂克的想法和其

他成见。 她们关心的只是我这个人本身

而已， 会在群里询问为什么我今天不来，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 病了 ； 换成我们

那个小群体的任何别人， 也都是一样地

被关心着。 但这不代表她们不会有自己

的观察和判断， 也许换一个场景 ， 她们

会和别人说， 我们球场上有一个卖保险

的， 一个西餐厨师长， 一个微商 ， 还有

一个作家……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 ， 是

写作和别的工种一样， 其实都是百工之

一。 每种职业都有每种职业的特性 ， 只

需要以平等心去了解另一种职业属性即

可。 有时候两个写东西的人反而更难以

沟通， 而和门口羽毛球馆认识的陌生人，

却可能因为一场挥汗如雨的配合赛成为

无话不谈的朋友。 虽然人和人达成终极

共识很困难， 但了解不同职业的人的处

境， 却又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记得最早

写 《安翔路情事》 的时候， 就被一个前

辈说， 你这种写法就是 “正面强攻”， 言

下之意很易失败。 但我想 ， 哪怕是正面

强攻， 也需要长久细致的观察 、 缓慢迂

回的靠近和感同身受的理解 。 而说不愿

意写得太难过的意思， 其实是时刻提醒

自己， 对惯性思维和各种套路化成见必

须保持警惕。 他们不是他者 。 他们就是

我们。

记者： 精致 、 细腻 、 幽微 ， “暗红
尘霎时雪亮， 热春光一阵冰凉”， 这些似
乎都可以用来界定你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你个人如何看待写作风格和意趣指向这
件事？ 这关涉到另一个问题 ： 如何保持
阅读的新鲜感？ 当然， 我们对 “她最可
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 ” 毫不怀
疑 ， 阅读中也常有戚戚焉， 但你如何面
对某一种期待， 它们指向的可能是变化、

突破等？

文珍 ： 写作风格当然很重要 ， 而且

不同主题的作品也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变

化， 否则不光读者会厌倦 ， 作者也会对

重复作业感到厌烦 。 意趣指向我不太确

定指的是什么， 但是大概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个人趣味吧 ， 就如同特别偏好某

类食物一样。 但人的口味也是会随着时

间而改变的， 想要突破自己的经验 ， 就

必须留神不让自己的趣味变得太过单一

和好辨认， 虽然这也是一种风格的形成，

但大多数时候， 偏食就会导致营养不均

衡， 单一就意味着变化太少 ， 意识不到

这点就很难再进步 。 我承认自己是趣味

主义者， 但写作大多数时候不应该完全

由趣味指引， 现实生活自有其强大的逻

辑。 因此， 我想一个写作者除了要不断

开拓眼界之外， 也需不断反思已有风格

是否限制了自己的可能性。 如果的确是，

那就设法打破它。 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成

长， 写作者理应有自我教育的能力 。 我

想中止一段时间中短篇的写作也是出于

这个考量 。 暂时离开中短篇的舒适区 ，

进入更丰富更有趣、 也可能更驳杂更泥

沙俱下更危险的长篇写作的领域 ， 和笔

下的人物一起在这个广阔天地迷路 ， 不

时陷入困顿， 再慢慢找到逃脱的出口。

记者 ： 我们来到一个与第一问有所
呼应的问题， 新的改变即将到来吗 ？ 或
者更过分一些 ， 来到你在 《夜的女采摘
员 》 后记中提到的那个最害怕的问题 ：

“为什么还不写长篇， 还在一本本地出小
说集？”

文珍 ： 事实上我最近这一年多都在

陆续准备自己第一个长篇 。 但这个还是

不要谈太多的好， 说太多很容易以为自

己已经写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