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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拓展书写时代生活与历史场
域的广度和深度，体现新时代文学勇于创新的艺术品格。
不同代际的作家深入新鲜繁茂的生活，在起伏奔涌的时代
浪潮中，激活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美学的滋养，在脚踏实地的文学实践中思索和理解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
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与正在行进的时代的关系，不断地突
破自我的局限，获得持续的写作资源和创作动力，探索新
锐的文学表达形式，创作出与人民共情的佳作。

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中书写普通人的命运，在绵密的写
实笔触中注入温润的人文情怀，熔炼着当代作家的审美追
求。小说创作走向时代的宏阔，也深入人性的幽微，在当
代人精神岩层中，探究情感与伦理的印痕。不少作品散发
中国文化馥郁的气息，体现当代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融
会贯通的创造力。还有些作品体现了长篇小说创作四海
纵横的题材延展、省思历史和当下生活的丰富意蕴。

描绘革命者追寻光明的精神图谱

“谍战文学”的硬核故事、现实主义的写实能力、先锋
文学的形式创新，展现出《千里江山图》多元的叙事美学。
小说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从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
中，挖掘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内敛沉稳的叙述笔调
与惊心动魄的情节展开，疏密有致的人物刻画与敌我双方
的心理较量构成丰沛的艺术张力。作者孙甘露不是讲述
一个历史传奇，不是编织一个革命神话，而是以鲁迅所说
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创作手法，描绘一代理
想主义者浴血奋斗追寻光明的精神图谱，呈现当代人与革
命先辈对话的心灵密码。

在光明与黑暗的全面决战中，在动荡沉浮的时代变局
中，是什么让人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海飞的《苏州河》围
绕 1949年前后上海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展开，注重虚构叙事
与日常经验的有机关联，将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自然地融
为一体。《苏州河》超越了类型化的谍战小说，用细腻的笔
调描摹黎明前后上海世态人心微妙的变化，以人物和事件
的情理逻辑步步向前推进，展开人物在时代惊心动魄的变
革中仓促而美好、艰险又充实的人生。我们在时代的镜像
中看见了人物内心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容量、人物塑造
和思想内涵中感受了一种宏阔辽远的精神气象。

考量时代发展中的人性与伦理

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开篇首句就埋伏着小说的情节
线索，这是女主人公内心的追问，更是小说叙述的动力。
小说叙述一对“50 后”“水上人家”的家庭生活史。结构犹
如中国画的布局，绵密的写实与转折的留白相得益彰。一
面是丰富细节形塑而成的日常生活，一面是人物关系中留
白暗示的沉重隐患、行云流水的情节展开、猝不及防的结
局笼罩，形成小说的强大张力，以有限的篇幅容纳广阔的
历史空间，以人间烟火考量时代嬗变中的人性与伦理。

《河湾》是一部思索之书、一部抉择之书，张炜从社会最
小单位家庭生活运笔，从当代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境况中，追
踪时代之问。作者张炜塑造了 4个主要人物，人物在个性与
气质上相互映衬，构成反差。主人公傅亦衔与恋人洛伽面对
现实中是非曲折的不同选择，从倾心相恋到渐行渐远。余之
鄂与妻子苏步慧几易生活方式，他们不是贪恋浪漫田园和轻
松躺平，而是向往充实的生活实践与精神探索。他们在与自
然对话的生活中，叩问精神的高度，感受生命的丰盈。小说
呈现复杂的当代生活中“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重塑。

注目历史洪流中民众的人生悲喜

《秦岭记》别开生面地汲取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养分，
行文貌似实访照录，却是作家精心提炼与内心观照的结
果。贾平凹从时光的远处遥观秦岭的沟坎褶皱里的物事、
人事和史事，又从人物的近处体味着不同人生中不同的悲
欣交集。小说有敏锐的现实观察，关注着自然生态与人间
生存、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开篇叙述着秦岭的神话源起，最后以仓颉造字的旧地
后生立水之奇思异想收尾。这部自然与民生同构，历史与
现实交织的秦岭叙事，也是散文与小说骨肉相连的“跨文
体实践”。

叶兆言对南京情有独钟。《仪凤之门》围绕城门的开合
来展开朝代的更迭、世事的变幻，仪凤门见证着底层民众
的人生悲喜剧。小说从市井生活、平民视角切入，反复打
量上个世纪初历史洪流中的南京城和城中人。小说将大
历史与小人物命运交织缠绕在一起，在一座城的现代性变
革中，描绘出一代人的命运发展曲线，书写民间英雄成长
奋斗的心灵史。

探寻现实人性考验中的自我救赎

艾伟的《镜中》直面当代人情感经历中的爱与恨、罪与
罚，探寻个体在遭遇精神困境、人性考验中的自我救赎。艾
伟敢于深入人性幽暗的深处，探寻心灵的救赎之路，善于将
建筑学的方法论与小说创作的技艺巧妙相融，使小说结构具
有建筑学的对称之美。主人公在面向世界的行走中、对建筑
的凝视中获得了生命的感悟和智慧，抗拒厄运的恰恰是在烟
火人间的人性光芒。唯有对人间的大爱、对众生的悲悯，才
能穿过错综的黑暗隧道，获得内心的自我救赎。

一场在他乡与初恋的邂逅，一场时隔 26 年的重逢，人
物内心恋恋不舍的追忆和云舒云卷的当下相互交织，这个
不断延展的过程构成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丰满的“叙事
实体”。主人公李白的身份是作家，他在时代镜像中审视
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在小说里安排人物命运。其实李白与
他创作的小说，构成了整部作品相互嵌套中复调的对话形
式，展开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情感经历，时光中告别的一切，
无法重来的瞬间，通过写作的追忆和回望，在自我的审视
与对话中追索意义的永恒。

追踪当代青年自我砥砺的精神成长

梁晓声的《中文桃李》聚焦“80 后”青年的成长经历，探
究什么是理想生活这个命题。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80后”
学子考入大学中文系后的故事，透析出文学与理想在生活与
时代中的显影。作者细致描摹“80后”大学生的现实处境与
精神成长，细分他们的个体差异，呈现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
世界；以亦庄亦谐的修辞手法折射出中文专业的现实处境。
小说传神地塑造了博学多才富有人文情怀的汪教授，他一生
都在引导学生守护文学的心灵家园、守护时代的精神高地。

在电竞产业发展演变进程里，那些“沉迷”其中的玩家
该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石一枫的《入魂枪》鲜活地呈现
他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磨砺自己的真实人生。从现实的
平常有限，到虚拟的挥洒自如，他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艰
难探寻，渴望蜕变。小说在两个层面展开：电竞的产业化
发展，电竞文化圈层的形成；作家通过深入两代电竞人的
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书写他们青春的热血与悲欢，呈现
电竞产业由开始至兴盛的发展历程。《中文桃李》《入魂枪》
描绘了处于不同文化圈层中“80后”的人物群像。

回望历史风云 描绘现实画卷
——2022年长篇小说评述

王雪瑛

2019—2021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近日揭晓，评
选出 11 类奖项、19 部（篇）获奖作品、4 位获奖者。其
中，长篇小说奖 2 部、中篇小说奖 2 篇、短篇小说奖 2

篇、诗歌奖 2 部、散文奖 2 部、报告文学奖 3 部、文学评
论奖 2 部（篇）、儿童文学奖 2 部、网络文学奖 2 部。文
学新人奖 2人，优秀编辑奖 2人。获奖名单如下：

2019—2021年度

“赵树理文学奖”揭晓

2019 年 9 月 中 旬 的 一 天 ，我
应约去中国作协开了个会，会上
有许多不认识的机关干部和外地
作家——我“解甲归田”毕竟十余
年了，放眼望去，皆是英气逼人、
表情庄重、前途无量的中青年，我
找个角落坐下了。

中 国 作 协 党 组 成 员 、书 记 处
书记李敬泽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设计计划、亲
自领导部署，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
坚战，要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消
除绝对贫困，要一个民族不落、一
个 乡 亲 不 落 ，让 人 民 过 上“ 不 愁
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全面进入
小康社会。这场伟大的战役已经
展开，“作家当然不能缺席”。为
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从各地
选出 25名作家，或在自己家乡，或
另选地点，集中采写这场波澜壮
阔的脱贫攻坚战。

我 注 意 到 ，经 过 会 前 沟 通 ，
名 单 上 的 作 家 基 本 已 确 定 了 采
访 地 ，而 我 尚“ 去 向 不 明 ”。 会
后 ，我 问 敬 泽 ：“ 我 去 哪 儿 ？”他
说：“对你没要求。”听他的意思，
好像考虑到我的年龄，接不接这
个任务都行。

我没有犹豫。当时就决定了，
绕全国走一圈！

出发，去看看脱贫攻坚的乡村
作为和农民生活的变化，成了我最
强烈的热望。作协机关的年轻博士
刘诗宇走过来，期望和我同行，我当
然欢迎。后来我才知道，敬泽同志
很支持他的想法——大概也是担
心我的年龄吧。第二天，我拉上
行李箱，里面装了一个小台灯（这
是 我 的 习 惯 ，因 为 很 多 小 旅 店 的
灯光是特别节能的），刘诗宇则带
了很多药品，后来我才知道是给
我预备的，可我一片没吃，他倒因
为路上感冒吃了不少。

第一站，先到了黄土高原上的榆林，长城第一烽火台便
坐落在那里。而后是新疆和田、贵州铜仁、上海，再后是黑
龙江佳木斯、哈尔滨的几个县，等于绕全国一圈。我整整十
个月没回家，边走边访边写，于 2020 年 6 月在哈尔滨完成
了 30 万字的《国家温度》。书稿刚刚杀青，又接到贵州省委
宣传部的“严令”，要我写写那里的“扶贫大决战”。于是我
从哈尔滨直飞贵阳，又开始了对贵州多地的调研与写作。
妻子说我：“老骥并不伏枥，把家都忘了。”结果我真忘了。
一个暴风雨的午夜，我拉着行李箱从首都机场回家，广阔的
社区漆黑一片，大雨狂泼，周围几十栋楼长得一模一样，我
转了近两个小时——真的找不到家了。没办法，只好打
110 求救，最后是两位警察同志赶来，把我送回家的。好在
第二天上午醒来，还是一条 73岁的好汉！

就这样，近两年时间，我奔波全国各地，先后完成了两
部作品：30万字的《国家温度》（作家出版社 2020 年出版）和
35 万字的《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贵州人民
出版社 2021 年出版）。整个写作，大部分是在途中的小旅社
完成的，那盏从家里带出来的小台灯，还有一束我走哪儿拎
哪儿的插在玻璃杯里的碰碰香——是新疆朋友送的，陪了
我一路。所有的时日，除了奔波采访，我经常一整天寂寞地
独对电脑，无人说话，写累了就嗅嗅碰碰香的叶子，那一缕
芬芳也算慰藉了。写到那些动情的故事，有时会泪流满面，
有时会放声大笑。

一路翻山越岭、进村入寨，我和刘诗宇曾迷失在风沙弥
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车抛锚了，没水喝，帽子也丢了，后
来看到“援军”远远赶来，我们像落难老乡看到红军一样跳起
来欢呼不已。坐在田间地头、农家炕头，采访那些扶贫干部、
村干部和农民，总是一次次深受感动。在黑龙江著名的“傻
子屯”，上炕盘腿一坐，和乡亲们吃大葱蘸酱；在新疆小院，和
维吾尔族村民们一起吃烤串；在陕北高原睡窑洞，听老乡们
讲当年的延安故事；在新疆和田一所新建的双语小学，看到
花花朵朵的各族孩子们潮水般向我涌来，我顿时热泪盈眶，
蹲下来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他们。在上海援建的一所山区中
学，校长对我说：“天下没有远方，有爱就是故乡……”

就这样，一次次的感动激励我、牵引我不断前行。是
啊，看到新时代的一股股暖流涌进千家万户，炊烟都比往日
香，我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并奋笔疾书呢！所有这一切，都显
现着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显现着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伟
大 宗 旨 正 在 落 地 生 根 ，显 现 着 社 会 主 义 中 国 的“ 国 家 温
度”。更令我振奋的是，经过脱贫攻坚，党群关系、干群关
系、党的执政基础得到空前的稳固和提高。一位干部把上
中学的女儿带到了扶贫点，回程路上，女儿说：“以后我要好
好学习。”爸爸问为什么？女儿说：“长大后我要帮帮这里的
爷爷奶奶。”

无数默默无闻的奋斗者、奉献者就在人民中间，作为作
家，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让英雄寂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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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流转，古韵犹存，用手艺绝活承载中华文化的
薪火相传，岁岁年年不断地渗透出人间的百味烟火。葛
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7 月出
版）讲述四代大厨师承故事，借大厨身世家世的跌宕起
伏故事来再现时代风起云涌，“侦破”行业秘辛，点透手
工艺人的工匠精神，以饮馔文化的薪传精神，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

《燕食记》并非侦探小说，但是却很有让人手不释卷
的魅力，这一切皆因葛亮擅长设悬念、造谜案。作品开篇
就说“荣师傅出走了”，如惊天一雷。那么，香港中环同钦
楼的三朝元老、行政总厨荣贻生师傅为何要辞职、晚年落
败？这成为一桩谜案，激发读者强烈的好奇心，追看不
已。后文才娓娓道来，荣师傅出走其实是瞒天大法，为了
暗中接盘，要保住百年老店品牌，坚守传承。小说从荣师
傅的人生经历切入，继而转向四代大师之间曲折的传承
和行业艰难的求生故事，由此串联起各地著名酒楼饭店
秘辛。《燕食记》上阙讲荣贻生的守常薪传，下阕讲弟子陈
五举的求新求变，由此省思新旧饮食传统文化的冲突。

葛亮以食凝人凝事凝情，也以食物和美食秘笈凝练
出为人处世真理。做好莲蓉的关键是“熬”，熬，不仅是
熬食材、熬火候，更是熬手艺、熬人心。莲蓉月饼，若想
做出至味，只加糖是不够的，需一撮盐，才能将甜味往高
处托上几分；就好像人要经过对手、经过磨难，才能激发
出意想不到的好来。一款手打莲蓉月饼成就“得月阁、
同钦楼”港式茶楼威风，也揭示出成功之秘诀，各行各业
一通百通：成名成角，要“熬”得住默默无闻，经得住挫折
历炼。葛亮下笔为文善于共情，笔下总渗透出温润如玉
的人文关怀，《燕食记》通过人间烟火百味，提炼出关于
生命哲学的思索，引发读者共鸣。

葛亮作为从南京移港的作家，天然带有跨地域的特
性。其长篇、短篇小说兼容两地之长，渗透出浓郁的岭
南和江南风情。小说极娴熟地大量运用粤语方言，菜名
菜单带着粤味，食客们也用粤语沟通。南京也是糕点颇
负盛名的地域，葛亮通过对美食的命名，来体现江南水
乡的雅韵风情。葛亮将最为世俗的烟火，写得精雅蚀
骨，意蕴悠长，或许受金陵遗韵的浸染。

作为学院派作家，葛亮擅长设置复杂的小说结构，
首次采取多视角叙事法，如同纪录片采取百口百言的非
虚构叙事，呈现出人事复杂、人心难测、世事难料、真相
难寻的客观现实状态。这种结构很考验作者的笔力，处

理不好便会陷入重复的窠臼，使叙事变得杂乱无章。小
说涵盖牵涉 20 世纪初反清、军阀混战、援闽护法、北伐
等重大历史事件，百余年风云际会，葛亮有条不紊地纳
入文本之中，营造出套中套的迷宫故事，入情入理。

《燕食记》借技艺薪传将风云际会尽收囊中。笔者
深觉，这是葛亮“第一部极具港味特色的长篇小说”，以
饮食打开微小窗口，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精神落到实处。
这部小说是继《朱雀》《北鸢》地域书写之后，进一步省思

“人文湾区”建设的成果，恰如王德威教授所撰推荐语：
“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出大湾区世纪沧桑，较《北鸢》
多了人间烟火气息，结构经营更为沉稳绵密。其间涉及
多重掌故，可见作家的考证与想象功夫。出虚入实，叹
为观止。”

饮食与文化交融共生。中国是饮食大国，不同菜系
承载着不同地域的文化记忆，与烹饪相关的书籍，自古
以来就数不胜数。葛亮在《燕食记》中将目光聚焦岭南，
通过饮食流转追溯百年风云。《燕食记》既讲饮食烹饪，
讲其用料技艺之讲究，讲其创新创业之艰难；也讲饮食
民俗，讲地域的饮食差异，讲节日与宗教礼仪食俗，还讲
馔肴历史和中外饮食文化融合。由此串联起陶瓷彩绘
等关联行业的人事，以及饮馔文化在世界各国沟通流转
的故事。饮食习惯是刻进国人血脉的记忆，是最让所有
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饮食文化强调特殊性、差异
性、民族性。味道的传承并非只是一张食谱的交接那般
简简单单，而在于对手艺技艺的打磨修炼，在于“化”，得
有濡染、成熟过程。

《燕食记》以“食”为主角，打磨饮食切片和时空切
片，省思故物与良工，提炼出世代传承的处世哲学：“不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是没有命。”四代大厨虽各有千
秋，但是其对美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浮
躁焦虑的当下人无疑是一服醒脑剂。在虚拟时代，寻找
粗糙但温情的手工艺物品；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寻觅慢
工 出 细 活 的 匠 人 精 神 ；在 快 餐 时 代 ，坚 守 对 美 食 的 向
往。乍看不合时宜，却正是几千年来未曾断根的中华传
统文化底蕴。

《燕食记》进一步开拓出“味觉历史地理学的后传统
叙事”，通过讲述岭南饮食文化百年变迁，勾连跨越上百
年的历史流转，将华夏历史放置于世界视野中；各行各
业师徒的惺惺相惜、气性相投，渗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和因食相连的中西海内外文化根脉。

文化之魂恰在烟火处
——《燕食记》主旨与叙事

凌 逾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作家
协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
希望出版社承办的“新时代·新攀登晋童年儿童文学创作
与出版论坛”以线上方式举办。

“晋童年”是希望出版社为山西儿童文学作品设立
的书系，收录了郭万新、郝东黎、李晓虎、徐永红、王旭
东、苏二花、陈寿昌等山西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小花
脸》《山花别样红》《逐马少年》《丹青童年》《秘密的味道》
《城门几丈高》《爷爷的大山》等精品力作，为山西儿童文
学精神活力和缤纷色彩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本次
论坛旨在推动山西儿童文学创作与山西少儿出版互相
促进、互相成就，营造良好的原创儿童文学出版态势。

参会者认为，山西省的儿童文学创作目前已进入新
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数量不断攀升。希望出版社
为山西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出版平台。儿童
文学作家应深入思考新时代儿童的现实生活，真正理解
儿童文学是什么、写什么、为谁写。期待“晋童年”书系
能够凝聚多方合力，推出更多具有艺术性、独创性和地
域性的儿童文学作品，进一步推动山西儿童文学繁荣发
展，扩大山西儿童文学的影响力。

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希望出版社将进一步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出版领域深耕细作、打磨
精品，不断加强与山西本土作家、学者的联系，出版更多
为读者喜爱的精品读物。 肖静娴

“晋童年”创作与出版论坛举办

长篇小说奖
李春连（阿连） 《一个人的哈达图》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吕梁）
孙峰 《在河之洲》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3 月 （省直）
中篇小说奖
刘向莲（陈年） 《归家》

《山西文学》2021 年第 7 期 （晋能集团）
马举 《蹚不过的马家河》

《参花》2021 年第 12 期（中旬刊） （朔州）
短篇小说奖
袁省梅 《流动厨房》

《山西文学》2019 年第 7 期 （运城）
郝晓梅（梅钰） 《十二连城》

《海燕》2020 年第 10 期 （临汾）
诗歌奖
孔令剑 《不可测量的闪电》
南方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省直）
王俊才 《农谚里的麦子》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2 月 （晋中）
散文奖
高定存 《祖辈的黄河》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忻州）
高海平 《太阳很红，小草很青》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省直）
报告文学奖
王秀梅 《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
团结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运城）
刘纪昌 《扶贫纪事》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运城）
郭虎 《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 （朔州）
文学评论奖
金春平 《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叙述

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纬度及范式》
《民族文学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省直）
董晓可 《盖茨比的鞋子》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晋城）
儿童文学奖
王琦 《小城槐香》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省直）
侯建臣 《点点白的俏鞋子》
希望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大同）
网络文学奖
董群（纷舞妖姬） 《特战荣耀》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山西文学院（山西

网络文学院)]
栗科（红眸） 《非常疑犯》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山西文学院（山西

网络文学院）]
文学新人奖
张琳（忻州） 朱伊文（省直）
优秀编辑奖
郝俊丽（晋中） 贾健民（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