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时随地
用文字记录生活

当短视频与直播在新媒体
平台蓬勃发展的时候，文字依然
有着不可被替代的优势。

文字更加纯粹，更少被“异
化”。当更多人的创作目的首
先是表达自我而非赢得关注
时，作品创作也就再次展示了
自己的魅力，很多人珍视文字
的价值，他们或许不是表达者，
但会仔细地阅读、思考、评论，

这些反馈给了创作者更多动
力，让他们知道写的内容触达
真实的人，而不是在一个空壳
子里自说自话。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
泽认为，这些作者都不是以文学
为业的人，但他们也证明了在这
样一个视频和图像的时代，文字
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
少的途径。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经慨
叹忧虑道，讲故事的人在现代正
在消失。”李敬泽表示，“但我现
在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讲故事
的人没有消失，听故事的人也没
有消失。通过互联网，每一个讲
故事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房
间，在这里，人们不仅确认了自
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自己
的世界。”

“写作并非要在准备万全的
时刻才会发生，很多想法转瞬即
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属于我
自己的房间。”博主“旺仔秋秋
糖”表示。

写作往往被看作是需要正
襟危坐的事情，而社交平台上的
作者更加自然随性，没有太多的
刻意规划与限制。客厅的沙
发、卧室的梳妆台、公园的长
椅、通勤的公交地铁上……日
常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可能成

为触发写作的地点。在日常的
生活角落里，他们用文字建造
了“自己的房间”。

作品的发布也没有明确的
时间。晚上发布的人最多，达到
45.8%，也有 27.9%的人会在上
午发布，可能在通勤路上，构思、
发布，一气呵成。灵感随时出
现，写作也会随时发生，写作形
式也更加自在，往往最初只是几
则笔记，很少考虑结构和形式，
只是注重表达内心真实想法，最

终这些片段汇聚成有关生活的
作品。

在“身边写作大赛”入围作
者当中，有 7 个人不打草稿，占
比46%。在社交平台上，人们可
以主导自己的写作，自由选择主
题，掌控写作节奏，选择写作素
材。越来越多非职业写作者，
也开始自己的写作，发出自己
的声音。个体不再是被动的信
息接收者，而是积极的思考者和
参与者。

关注具体的事，写身边的
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写作
中，作者往往会使用第一人称，
用“我”的眼睛去看，强调“我”
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以全知
视角去讲述见不到个体的普遍
意义。

身边的那些小事，人们惯见
熟闻，习而相忘，并不当作具有
文学意义的瞬间。其中的一些
经验，往往因为社会飞速向前而
从时代后视镜中消失，但在某些
个体的视角下，这些水面之下的
事情保留下来，有了被表达被看

见的机会。
1200 多 名 网 友 在 博 主

“Toni 的福”的故事《重生之我
在英国当陪读》中看到了自己；
5000 位以上妈妈愿意像博主

“云溪”一样给孩子自己的天
地；2 万个销售同行陪着
博主“奔跑吧蜗牛”从头再
来……社交
平台的写作
者希望在虚
拟 世 界
中进

行更真实、有深度的交流，而不
仅仅是追求点赞和关注数量。
当在网络上找到了第一个读者，
有了最早的反馈，他们便有了写
下去的动力。

（据中国青年网 作者：陈斯）

近 日 ，“ 文 学 的 原 创
力 ——《潮起河之南》首发
式暨河南思客第十届年会”
在郑州大学举行，来自全省
各地的学者、签约作家代表
等1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潮起河之南》是《河南
思客》编辑部策划的第三套

“河南思客作家文丛”，包括
《芦花飞绪》《河上花开》《金
河琐忆》《轮回之美》《三世
情缘》。

与会作家认为，《河南思
客》编辑部策划的《水从黄河来》《涛自大海生》《潮起河之南》3
套15本丛书，连同已经出版的《河南思客年卷》、采风作品集等
20多册图书，丰富了“河南思客文学现象”的内涵，展示了“文艺
豫军”的文学成果。

（据新华网 作者：何思）

《潮起河之南》首发式举行

长篇小说《茶道》书写了
一部厚重的中原茶文化史
诗。该书系统勾勒了河南信
阳毛尖茶叶产业发展历程，
梳理了以茶叶、美食（信阳
菜）、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构成的“信阳文化”传承
发展的历史图景，剖析了处
于豫楚吴越文化交汇地带
的信阳人和信阳文化独具
个性的特征，塑造了一个个
鲜明立体、栩栩如生的茶乡
人物形象。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美丽
茶乡河南信阳。主人公竹喧
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物修复
专家，给人踏实、可靠、稳重

的印象。他呕心沥血修复父亲打碎的珍贵玉佛。成为文物专家
后，他追寻玉佛和中华珍宝，与柳家姐妹结缘，意外找回失散的
爱。贤山书院院长苏桐沉稳内敛、受人尊敬；慧明身世坎坷但又
不凡，出生时与彩蝶相伴；茶仙子自强自爱，逐梦茶乡……《茶
道》里的人物，在俗世里摸爬滚打、起落沉浮。小说塑造了具有
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构筑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人物世界。

文物是《茶道》的重要脉络。小说缘起，就是少年竹喧在修
复白玉观音时，意外发现自己的唾液具有修复、黏合文物的神奇
功能。到最后，大婚之夜，追回失散多年的白玉观音后，他又神
奇地失去这一功能，导致白玉观音玉碎香残。围绕主线，小说先
后写到多种文物，展示了信阳作为中原文化发祥地之一历史的
厚重。小说中，辗转流落到秦穆公手中的陶制夜壶、助力竹喧上
擂台为白灵灵解围的珍稀茶具“十二先生”、激励孤儿竹蕙顽强
和病魔抗争的“骨笛”、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古老酒器提
梁卣等纷纷登场，令人印象深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周百义

讲述古老茶乡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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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采用大时
代小人物题材，讲述美食的故
事。故事的主角是贪吃的汉
使唐蒙。偶然的一次机会，唐
蒙出使至饕餮圣地南越，开启
了惊险的美食之旅。除了美
食，本书还着重探讨了美食对
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
对于地图和版图认知的持续变
化，以至于对政治、经济、军事
和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推荐理由：这是独具风格
的“新南方写作”。鼓浪屿岛民
龚万莹使用了一种经过打磨和
加工的闽南语，有韵致、有古
意，悦耳且鲜活，以温婉细腻的
笔法写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
在悠长的往日时光里，岛民的
人生轨迹互相交织，如同交错
的窄巷般纵横关联，所有需要
讲述的苦难，都静静地沉淀在
她细心描写的南方岛屿上。

《岛屿的厝》

★作者：龚万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洛图索书号：I247.7/15765

《食南之徒》

★作者：马伯庸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洛图索书号：I247.5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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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创作专注内心表达

写作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第一人称写作更关注“身边”

文学家叶圣陶

文化
观察

社交平台上有大量普通人对日常生
活的记录。为了让更多普通人的书写

“被看见”，2024年9月，小红书发起“身
边写作大赛”，面向全站用户征集非虚构
故事，共收到2.3万多篇稿件，总字数接
近1200万。这些作品折射出生活的不
同面貌，有记录亚马孙丛林的探险、有职
场中的摸爬滚打、有在他乡的酸甜苦辣，
也有对百年前故人的回望。

近日，该项比赛的颁奖礼举行。获
奖作者中有退休老人、80 后妈妈，也有
30 岁出头的“打工人”。获奖作品里，

《老伴儿的生平》用近 1.5 万字的篇幅，
连载了已故老伴儿平凡的一生。“你来时
没有天显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
70岁的作者“我恋禾谷”拿纸笔连写了3
天，再用语音转成文字，传到网上。

博主“奔跑吧蜗牛”拖家带口来到广
州做电话销售。面对工作压力，他不愿
和家人倾诉，选择在社交平台上记录。
幽默的文风、不向生活低头的态度让他
收获了不少读者。“这是我留下来的证
据，也是我的励志故事。”“奔跑吧蜗牛”
写道。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认为
这些作者是“生活记录者”：“他们写下的
每个字都不油腻，没有被形容词规训过，
也不受现代派文体诱惑，他们的动词、名
词都充满力量。”

在历史学家、《茶馆》作者王笛眼里，
这些记录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将成为

“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档案馆”。他还
将社交平台视作“新时代的茶馆”：茶馆
里的漫谈、聊天虽然属于私人行为，但同
样具备公共属性。

在社交平台上
记录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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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叶圣陶先生，很多人会自
然想到他的童话《稻草人》、小说《倪
焕之》，还有许许多多被选入语文教
材的课文。我至今还能记得《小小
的船》《爬山虎的脚》《荷花》《多收了
三五斗》《苏州园林》等文章。这些
课文陪伴我们度过了青少年时光。
可以说，新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儿童，都是读着叶圣陶先生朴素、简
洁、亲切、流畅的文字长大的。

叶圣陶先生有多重身份，包括
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社会
活动家，等等。我想，文学家应该是
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的确，
在文学领域，他的成就和贡献是巨
大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
代作家，他曾参与北大部分师生创

办的“新潮社”，是新文学运动中最
早成立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和郑振铎等
人一起，高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
义旗帜。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文
学作品，是“教育小说”的代表作家
和中国现代童话的开拓者。他主
编了众多进步的文学期刊，发掘了
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等诸多后
来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他
还积极参加文艺界抗日救国和反
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项运动，为
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新中国成立
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安排叶老来担任人民教育
出版社的首任社长、总编辑，真的是
最美好的选择。因为他的一生，无

论是自铸伟词的名山事业，还是敷
教弘文的杏坛宗风，都离不开人民
和教育这两个词。

叶圣陶先生的文学创作始终关
注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在作品中展
现鲜明的人民性。和“五四”时代的
一些作家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并没
有身处新文化运动的地域中心——
因为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现
代大学的教育，在家乡小镇又做
了多年的小学教师。也正是这样
的经历，让他能够广泛地接触当时
的人民大众，理解他们的辛劳和困
苦，认识到文学必须反映生活，为
改革社会尽力。从文学创作伊始，
他就用温和的笔触来写普通人，写
他们的生活，也写最广大、最真切的
中国现实。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
的描摹中，社会的百态世相、人民
的喜怒哀乐，都被真实地还原出
来。他的文字，永远和人民的生活
同喜同悲。

在叶老的文学作品中，教育事
业是重要的主题，也是重要的土
壤。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写
得最多的是他熟悉的城郊乡镇学校
和教师们。“教育小说”是他文学成
就最高的一类作品。如《校长》《潘
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都有着对
学校生活和普通教师的生动刻画，
为中国文坛贡献出一系列生动的教
师形象。其中，长篇小说《倪焕之》
是中国现代教育小说的高峰之作，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

中有着不可忽
视 的 重 要 意 义 。
童话也是他文学创作
中着力颇多的一类，他的

《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现代
童话集，被鲁迅称赞“给中国的童
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他创
作的童话不只是为了给孩子看，也
意在提醒成人要关注儿童的教育问
题；他不只歌颂“爱”与“美”的理想
世界，也时时观照着现实世界。作
为负有盛名的作家，他“俯下身来”，
积极创作供孩子们学习的课文。他
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几百篇课文
中约有一半是他新创作的，其余的
也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新中国成
立后，叶老领导并亲自参与基础教
育教材的编写，他充分发挥文学家
之长，精心选择、修改课文，继续把
自己的宝贵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
中。在这一时期，叶老修改了自己
的许多旧作。一篇不长的《孤独》，
这篇文章从标点到词句修改了300
多处。他自己说，修改旧作的语言
是为了配合普通话的推广。以文墨
为生的人大抵珍爱自己的文字，而叶
老率先垂范，以此服务于新中国语言
文字教育事业。

写作品时，念着教育；改作品
时，还念着教育。这就是作为文学
家的叶圣陶先生，这就是人民的叶
老，教育的叶老，终身记挂着、服务
于“人民教育”的叶老！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邱华栋）

在短视频流行的今天，文字依然是记录生
活的重要方式。在小红书平台“生活记录”话题
下，作者每天发布的文字数量接近1亿。

和传统写作不同，这些生活记录可以发生
在任何地方：客厅的沙发、卧室的梳妆台、公园
的长椅、通勤的公交地铁上……在社交平台上，
写作记录生活，也成为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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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潮起河之南》

《茶道》
作者：何正权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