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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爆发之年

对于钟情小说的读者而言，每年发现几个

风 格 各 异 的 新 人 ，属 于 阅 读 的 意 外 之 喜 。

2023年这种惊喜来得尤为频繁：焦典《孔雀菩

提》、叶昕昀《最小的海》、大头马《国王的游

戏》、杨知寒《黄昏后》、三三《晚春》、薛超伟《隐

语》、郑在欢《春秋雪》《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周

于旸《招摇过海》、宥予《撞空》、王苏辛《再见，

星群》、甫跃辉《嚼铁屑》⋯⋯

何平与《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黄

德海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2023年青年作家的

集体亮相。

黄德海认为，“2023 春风书单”里年轻作

家占比之高，或许正说明这些年来，新人作者

的不断涌现，也从侧面体现了“春风书单”的锐

气和青春。

“今年是 90 后小说家的爆发年。春风书

单的虚构作品中，90 后的小说集占到近 3

成。”何平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从国内延伸到了

国际。他发现，在国内青年作家日益活跃的同

时，海外青年华语写作似乎进入了衰退期，只

有张惠雯一直保持着创作活力和稳定水准。

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集的百花齐放，不少读

者可能都已发现，2023 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则

显得不温不火。

《归海》《月下》《嚼铁屑》《平乐县志》《信天

翁要发芽》《寻找香格里拉》等可数的几部长篇

小说出现在“春风书单”里，尤其是 60 后的长

篇，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几乎是孤独的存

在。何平认为，单单把原因归结为今年是“茅

奖年”，未必完全令人信服。

同时，何平还敏锐地发现，“春风书单”不

局限于传统意义的精英文学，还不断跨越边

界：范雨素的素人写作，八光分编辑的科幻小

说集和天瑞说符的网络科幻小说都在书单中

呈现。而彭剑斌和金特的小说集，尤其是后者

《冷水坑》的入选，让他看到了“春风书单”对于

少数和边缘的尊重。

非虚构的社会性

过去一年的“春风书单”里，非虚构作品在

数量上依然保持着优势，占到近四成。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用

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阿来在《西

高地行记》中，用脚和笔丈量世界，像山一样思

考；《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中，吴

越记录下17位国内外文学写作者的声音与线

条；《我在北京送快递》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平凡

人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

杨庆祥认为，当下性、客观性、问题性是非虚构

的三条基本原则。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以客观

的态度观察、调研并写作，发现具有通约性的

社会问题。同时，能够将非虚构与人物传记、

游记、报告文学、历史研究等文本区别开来。

杨庆祥在“春风书单”中看到了亮点：“《县

中的孩子》这个选题非常契合我对非虚构的定

义。我期待在2024年的书单里出现更多这样

的作品。”

女性和诗歌的回归

2023年，更多人认识了上野千鹤子。

“作为女性评论家，我当然关心性别，这不

仅是因为女性的书写于我更易同理、共情，更

由于我相信一切可以改变。”暨南大学中文系

教授、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女性主义是最近几

个世纪一直在不断丰富、壮大的思想资源，并

在引领我们的生活、情感和工作上起了重要的

作用。看看上野千鹤子犀利、风趣而机智的言

论（“春风书单”中有《上野千鹤子的私房谈话》

《上等快乐》《身为女性的选择》等作品）真的会

让人醍醐灌顶。

从“春风书单”的小说观察，女性已经可以

与男性平分秋色，张惠雯、大头马、三三、杨知

寒、周于旸、张怡微、王苏辛都是很有特色的作

家。而张翎、颜歌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创作，也

走出了母语文化，进入世界多种文化的交融

中。

“当春风书单的翻译类图书琳琅满目地呈

现在眼前时，我们便想到歌德提到的‘世界文

学’概念。当然，这并不与自然世界的版图吻

合，英美国家的作品显然要占据半数。”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奖组委

会主席董强谈到，由于语言的优势，英美国家

的翻译作品数量颇丰，庞大的基数也带来一些

脱颖而出的作品。比如格蕾丝·佩雷，令人好

奇的福克纳新版本，以及绕不开的马斯克，和

“伟大不能被计划”之类的美式创新励志之语。

剩下的一半，则是“多样性”的天下了。意

大利关于地中海以及“中国风”的阐述，再次显

示这个文艺复兴圣地的文艺积淀；波兰的托

卡尔丘克作为诺奖得主的余波尚在，她的想

象世界确有其独特处；同样作为诺奖得主，

艾尔诺挟完全不同的凌厉之风而至，《床，沙

发，我的人生》所代表的“躺平”文学，带来的是

妥妥的法国调子，译者还获得了傅雷翻译奖的

新人奖⋯⋯

董强感慨，“春风书单”所呈现的，正如来

自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两位作者所说的，让我

们在如沐春风的阅读氛围里，感到“与这个世

界紧紧相连”。

2023 年也是回归的一年，诗歌创作大放

光彩。“春风书单”中，《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

员的诗》《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等诗集都有

较高的关注度。

第五届江南诗歌奖、第五届草堂诗歌奖、

第十四届“闻一多诗歌奖”等一系列奖项颁出，

第八届武汉诗歌节上，100余位诗人、评论家、

艺术家一同在汉口街头的卓尔书店再一次传

递诗歌的魅力。

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如诗，值

得我们一读再读。

从 2024 年 1 月开始，“春风书单”将继续

升级迭代，与你的每一次阅读相伴。

本报记者 方涛

2024 年第一周，很多人会

在此时回望过去，筹谋将来。

而我们编辑部的回首与展望，

往往离不开阅读。

因而，新年的第一期人文

读本，必定要问一句：去年你读

了多少本书？

翻翻2023年的12张“春风

书单”，我们以月为期，推荐了

近 200 本好书，正如读者之一、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申霞艳感叹，在现代生活中拥

有一张“春风书单”，按图索骥

拓展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一种

幸福。

书单背后，是我们坚持了

12 个年头的春风悦读。早期

的书单，有些零散，有些随性，

这些年渐成篇章，不变的是持

之以恒的阅读、推荐，和评论家

优中选优的讨论、点评。这张

书单暗含的是文学森林的成长

和文化气候的导向。

譬如，今年火爆的剧集《繁

花》，10 年前原著刚面世，就出

现在我们的书单里，它曾拿下

第二届春风悦读榜的白金图书

奖，我们一路陪伴，直至十年后

它又一次刷屏；

譬如，今天，钟求是、罗伟

章想与你说说他们的最新作

品，这是中年作家厚积薄发的

创造力，那些你在“春风书单”

里认识的一个个年轻的名字，

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出现

在鲁奖、茅奖的舞台上；

再譬如，钱报读书会昨天

以索南才让和吴铮强两位作家

的分享，开启 2024 年的读者见

面，这是书单从线上走到线下，

阅读进入生活的具象化。

2023 年是文化喷涌的一

年，繁荣背后，是一本本新书，

一位位作家，一个个出版人

⋯⋯构建起了不可忽视的文学

现象。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何平

所言，“春风书单”是一张开放

和包容的书单，合起来就是一

卷中国文学地图。

新年第一读，让我们从回看开始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