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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书 界 动 态

“打工”与“文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场域，具有很大的思想容量、观
念张力和阐释弹性。然而，打工文学近几年才
受到官方认可，开始融入主流文坛。《人民文
学》《诗刊》《星星》等传统严肃的主流文学刊
物开始刊登打工者的作品，一些文学奖也向打
工者敞开，2005 年团中央为打工者设立的文
学奖“鲲鹏文学奖”是国内第一个面向打工者
的文学奖……

颇为难得的是，国内不少出版社，比如人民
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给予打工作家们出
版自己的优秀图书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而不
少面世作品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比如，王十
月的《国家订单》（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版）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另一部作品《米
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版）刚出版两个多
月，就登上了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图书排行榜前
10名。

对此，有评论指出，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
艺术实践，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
神，给“贫血”主流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诚如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南飞燕》常
务副主编柳冬妩在他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中指出的那样：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
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在中国工业
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
象。中国现有几亿农民工，这几亿人的生活，不
可能被我们的文学所忽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
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必然会成为当
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打工文学
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
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
的特有现象，特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
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
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
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
各类文学体裁。

打工文学常常把异乡、流浪、梦想
作为叙事视野，以多种体裁和表现形
式，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
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
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时代烙印鲜明
的打工者的形象。

据杨宏海总结，当下国内打工文学

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的蜕变历程：
从1984年到1994年，打工文学萌生；从
1995年到2000年，打工文学作品开始
市场化，关于打工的影视作品和文学评
论开始出现；从2000年到现在，是打工
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打工
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

从打工文学最早登上《佛山文艺》
开始，迄今已广为“主流”文学期刊所
接纳，打工作家的个中甘苦也只有当
事人自己最清楚。

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发表打工
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有：《小说选刊》

《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小说
界》《山花》《作品》《青年文学》《诗刊》
等。

打工文学以深圳、佛山、东莞等城
市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吴君、王十月、

蒲小元、叶耳、曾五定、周崇贤、罗德
远、黎伟英、鄢文江、徐非、何真宗、王
世孝、郑小琼等为主要代表的打工作
家群体。

这个群体一方面吁请文学界的
关注与支持，同时也自发地办起了

“内部交流资料”和网站：如 1994 年
创办的《龙华诗报》、1999 年创办的

《外遇》、2001 年创办的《打工作家》
等；近年来开办的网站有：中国打工
作家网、打工文学联网、绿洲文学网、

阳光文学网、打工文学网、打工异客
网、打工作者联盟网等，此外还成立
了“打工艺术团”，声称“用歌声呐喊，
以文艺维权”。

杨宏海介绍，早在2007年，在深
圳时他送给莫言一本自己主编的打
工文学专集。莫言对打工文学作了
较高的评价：“我们不能小看打工者
的文学创作，草根文学也是很重要
的。”莫言可以说是对打工文学评价
最早的人了。

打工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莫言最早评价打工文学

给文坛带来了
生机和活力最近的两则消息让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再次走进人们视野：首届广东省“大沥杯”

小说奖揭晓，来自福永街道的打工作家郭建勋创作的《天堂凹》荣获长篇小说第一名，赢
得4万元大奖；由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承办的“深圳读书月”正式启动，其中全国打工文
学论坛暨“我的中国梦·我的文学梦”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活动，吸引了不少打工作家的参
与，并被众多网友热议。

在知名文学评论家、打工文学首倡研究者杨宏海看来，打工文学已成为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
11月17日去世，终年94岁。她是迄今为止获奖时最年长
的女性诺贝尔获奖者，也是历史上第11位女性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莱辛的12部作品将在未来3年内由译林出版
社陆续出版，最先和读者见面的有《金色笔记》《天黑前的
夏天》《幸存者回忆录》《第五个孩子》，这些均为莱辛最具
分量的经典作品。另外8本莱辛作品包括《野草在歌唱》

《时光噬痕》《好邻居日记》《如果老一辈能够》《浮世畸零
人》《又来了，爱情》《关于猫》《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丽》。

12部多丽丝·莱辛作品
未来3年将推出中文版

何谓公德心？其一，公民的公
德心可以造就一个良好有序的环
境，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
作的话，更容易获得幸福和满足
感。其二，有公德心的孩子更能获
得他人的好感。父母更多地从别
人的角度出发，处处便利他人，这
样会使得孩子在人际关系上受到
更多的欢迎，很多人都愿意亲近
他，愿意给他无私的帮助。这样，
孩子就能很快成长起来。

培养孩子的公德心，可以从以

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要做一个注重公德的父

母，才能培养出注重公德的好孩
子。公德心最重要的是传承，不管
是新加坡、俄罗斯还是日本，都是
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在很多小区，经常有人拖欠物业
费，于是小区没人管理了，电梯没人
打扫了，暖气也不供了。很多人只会
埋怨政府的公共事业做不好，殊不
知，往往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没有做
好才加重了政府做事的难度。

不管是拖欠物业费、拖欠电
费，还是横穿马路，都是缺乏公德
心的表现。

其次，让孩子时常注意不要打
扰到别人，尤其是注意说话音量不
要太大。打电话时，尽量让孩子学
会到人少的地方去。

我女儿刚读研究生时，自己买
了一部手机。回到家时，如果有客
人在，女儿总是到外面接电话或打
电话。她的这个习惯不是我的功
劳，而是她在国外养成的。不过，
尽管这个习惯不是我教的，但我教
女儿从小就用适当的音量说话。

我们要训练孩子这样做：做任
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把声音放低，比
如看电视、打电话、洗衣服等。日

本人夜里12点后是不洗澡、不洗衣
服的，不是因为他们太累，而是害
怕吵到别人。我们也要让孩子这
样约束自己。这样，孩子长大之
后，才会形成好的教养和为别人着
想的公德心。

要怎么约束孩子呢？这就需要
父母的言传身教。言传是非常重要
的。言传主要是时刻提醒孩子，让
孩子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要
是孩子的责任就要讲给他听。

踩踏草坪、攀枝摘花、破坏小
区设施，这些都是错误的，父母应
该重视这些事情，多教育孩子应该
怎样做，孩子才能重视起来，养成
好习惯。

此外，身教也很重要。这是潜
移默化的影响，比言传更厉害。父
母身教做得好，就会让言传发挥作
用；父母身教做得不好甚至做错
了，一方面会让孩子困惑，到底怎
么样才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会让
孩子耍小聪明，表面上做一做，一
没人就不做了。

因此，父母买东西时、等车时要
注意排队，道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打电话时要注意音量，乘电梯时要
靠右边……在这些小事情上父母做
得好，孩子才会跟着做得好。

没有人知道夏姬长什么样，正
如没人当真见过海伦。长达十年之
久的特洛伊战争，据说就是海伦惹
出来的。

夏姬跟海伦十分相似，又有所
不同。海伦是传说人物，记载于荷
马史诗；夏姬是历史人物，生活在春
秋时期。关于夏姬的可靠史料在

《左传》。但跟荷马一样，左丘明也
没有描述夏姬的长相，我们只知道
她有过很多男人。到底有多少，没
人能准确说出。坊间所谓“三为王
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说法，是
靠不住的。这种演绎，明显带着羡
慕嫉妒恨以及伪道学的真下流。

同样，也没人知道她靠什么征
服男人。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勾
魂媚眼？或许兼而有之。反正，夏
姬在这方面天赋极高，且经验丰富，
也名声在外，堪称“性感女神”。于
是上至国君，下至大夫，这些妻妾成
群的男人，只要一看见她就眼睛发
直。

这样的女人，是“尤物”。尤物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至少可以左右
她的男人。

这是一位老太太的观点。这位
老太太，是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时
间是在公元前514年。当时，晋国的
国君做媒，要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
妻，老太太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
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

则必有祸”。意思也很清楚：一个女
人如果性感美丽，那就是尤物。尤物
是会惹是生非的。如果她的男人没
有大德大义，事情就麻烦了。

表面上看，晋国老太太的话没
有错，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
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
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 50 岁以
前，跟她有过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
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
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
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这确实是“祸水”。
其实夏姬惹的祸，跟海伦相比

真是小巫见大巫，夏姬得到的待遇
却相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
甚美必有甚恶——最美丽的就是最
丑恶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得像夏
姬那样，一定不是好东西。上天既
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
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虽然
是那位晋国老太太的观点，却未必
没有代表性。

于是，我们很想问个为什么。

88 公德为孩子的
言行加分

尤物夏姬66

波兰克拉科夫
当选“文学之都”

日前，波兰古都克拉科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
命名为“文学之都”，成为继爱丁堡、墨尔本、爱荷华、都柏
林、雷克雅未克和诺维奇后，第7座获此称号的城市。克
拉科夫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文学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授
予某些“创意城市”的七大主题荣誉称号（文学之都、音乐
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民间艺术之都、媒体艺术之
都、烹饪美食之都）之一。“创意城市网络”是全球创意产
业领域最高级别的非政府组织，旨在通过创意产业促进
城市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

2013华语言情小说大赛
落幕

由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言情小说吧联合举办的
2013华语言情小说大赛日前落下帷幕。作为国内目前
规模最大的网络文学赛事，此次大赛参赛作品总量超过
15万部，作品总点击量突破100亿次，超过以往四届大
赛的投稿量总和。

据统计，此次大赛参赛作品涵盖了都市、青春、婚恋、
穿越等当前流行的小说题材。最终，红袖添香赛区作者
吉祥夜凭借作品《在遗忘的时光里重逢》一举夺魁，而人
气作者米西亚则凭借力作《婚不由己》荣获言情小说吧赛
区总冠军。此次大赛的参赛作品中有40余部即将出版。

（以上据《深圳特区报》《中华读书报》）

打工文学30余年蜕变：
野百合也有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