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伴随着“80后”“90后”作
家的作品频频摘得文学奖项，登上文
学好书排行榜，“00 后”作家相继亮
相、崭露头角，青年作家成长和青年写
作现象受到关注。

青年写作，不仅是青年人的写作，
更是一种洋溢着创新活力和崭新可能
的写作。青年写作的面貌，很大程度
上决定未来文学的面貌。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一方面，青年作家的培养、成
长有了更加多元的途径；另一方面，青
年写作在现实性、形式感和想象力等
方面的持续探索，丰富着当代中国文
学的创作成果，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
风景。

从文学刊物到网络平台
多方助力青年作家“登场”

从刊物发表到结集出版再到斩获
文学奖项，这是传统的文学新人成长
之路。今天，这样的途径仍然有效，仍
然在托举青年作家的成长。获得鲁迅
文学奖的“80后”作家蔡东、董夏青青、
索南才让，都是凭借发表于文学刊物
的多篇作品，稳扎稳打进入读者视
野。青年写作专号、文学新人专栏也
成为文学刊物的策划重点。《人民文
学》的《新浪潮》《90后》、《十月》的《小
说新干线》、《收获》的《青年作家小说
专辑》、《花城》的《花城出发》、《广州文
艺》的《后浪起珠江》等专栏，在瞄准青
年作家、推出新人新作方面各展所长，
产生良好反响。

很多刊物还通过评选作品排行榜
和文学奖项的方式奖掖文学新秀。在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收获文学榜”
“《钟山》之星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
奖”等奖项榜单中，青年作家作品占据
不小比重。文学团体、文化机构和出
版社也将资源向青年倾斜，助力青年
作家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
基金会发起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出版计划、地方作协的青年作家出版
资助计划，以及“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
项基金”等，都在翼彼新苗。中信出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
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对真正
有创意的青年写作如饥似渴，花大力
气发掘文学新势力。

规模庞大的网络作家队伍，更是
显著呈现年轻化、多元化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

《2023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Z 世代”“00 后”成为网文写作
新增主力，2023年阅文集团新增作家
60%是“00后”，番茄小说签约作者中
57%为“95后”。网络作家的成长与网
络化生存，区别于传统作家，涌动着另
一种活力生机。

创意写作与作家进校园
推动文学经验的代际传承

“我想了很多年，其实写和改是两
回事。会写，会改，你就是双拳出击。”
2023 年 5 月，一场特别的文学改稿会
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7位知名作家、
编辑为7名青年写作者现场改稿。小
说家田耳借用双拳比喻写和改，真诚
分享几十年的创作经验。

参与改稿会的7名写作者几乎都
是“90后”，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
学等高校写作相关专业。他们学习、
钻研写作的过程和近十几年来中国创
意写作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2009
年，复旦大学获批国内创意写作专业
硕士MFA授予权；2014年，北京师范
大学设立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探索
学术导师和创作导师的双导师制培养
模式，3年后又与鲁迅文学院合作招收
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2015 年，上海
大学设立创意写作博士点；2021 年，
北京大学成立文学讲习所；2024 年 1
月，中文创意写作列入中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

创意写作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
上的多元探索，有利于挖掘青年写作
者更深层的创作潜质，让“写作可教”
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尤其是随着一
批优秀作家进入高校走上讲台，带学
生品读文学经典，向学生讲授写作经
验，具体指导学生作品创作，更是促进
了文学经验的有效传承。

传承文脉与开掘现实
呈现当代文学的多样可能

2023年10月，第八十一届世界科
幻大会雨果奖在四川成都揭晓。中国

“90后”科幻作家海漄凭借《时空画师》
获得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时空
画师》受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启发
而创作，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
幻想象力融合的精彩创意。

相较而言，当下青年作家接受的文
学教育普遍更加完整，可供调度的写作
资源更加丰富，写作整体上呈现出对想
象力和可能性的强烈追求。与此
同时，青年作家怀着文化自
信与青年人的朝气锐
气，自觉探向传统
文脉，大胆寻
找 创 新 转
化 的 空
间。

引导青年作家关注社会现实、书写
时代生活，始终是作家培养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网络文学现实转向的趋势
愈加突出，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用网络
小说表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社会现
实。网络小说《茫茫白昼漫游》以盲人
视角观照社会人生，《相声大师》把相声
行业的起伏变迁娓娓道来，《投行之路》
讲述金融行业的生存与竞争……在年
轻的网络作家笔下，一种更新颖、更
具精气神和青春气息的现实主义写
作正形成潮流。

面向时代生活，提高写作
本领，激发文学潜能，青年
写作将为新时代文学注
入 更 多 青 春 活 力 和 创
造激情。

（据《人 民 日
报》 作者：陈
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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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之 言

青年写作 引人注目的文学风景
中国人自古崇尚读书，车胤囊萤夜读、孙康映雪读

书，留下佳话。在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中，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血脉得以赓续。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李大钊同志博通典籍、深思好学，曾生动
比喻：“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毛泽
东同志早在学生时期，就“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从这些
历史上的读书佳话中可以清晰看到：事有所成，必是学有
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

对于青年人来说，不论是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
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需要读书来强信心、增底气。深圳快
递小哥袁石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实现了大学梦，走上了
公司管理岗位；挖过矿、当过汽修工的北大保安张俊成，通
过自学考入北大法律系，毕业返乡办起职业学校，让更多贫
困学生可以安心读书。读书，不仅带给他们职业发展的跃
迁，还有更广阔的人生格局。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
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只
有像海绵汲水一样不断汲取知识，扩大知识的半径，才能不
断充实自我、提升本领、增长才干，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
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展步伐。

这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各种新知识爆炸增长、快速迭
代，读书怎会无用？学习才有出路。各种听书App、图书市
集等持续“圈粉”，社交网络上一系列学习型小组热闹非凡，见

证着青年人读书学习的高涨热情。对于青年人来说，读书不
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润德端行的重要途径。因此，读书

之时，切不可把书读“窄”了，要通过阅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创
新精神，“善养吾浩然之气”。发扬“挤”和“钻”的精神，让读书成

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青年人一定能在博览群书、日积
月累中成就更好的自己，拥有更广阔、更丰富、更有价值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向书本学习，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重
要途径。”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应该好好珍惜。从“为了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到“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年轻一代珍惜韶华，
潜心读书，敏于求知，通过读书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才能不

负青春、不负期待，更好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据人民网 作者：黄超）

青年人应珍惜韶华、
潜心读书

记者近日从市文联获悉，为
深入发掘优秀作品，讲好洛阳故
事，形成创作成果，我市拟与河
南省内出版社合作出版“洛阳作
家书系”，宣传展示当前洛阳的
创作力量，欢迎本土作家踊跃参
与、惠赐佳作。

征稿题材为小说、诗歌、散
文，字数在 15 万字以内。征稿
时间自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
日，有意者可前往牡丹文学杂志
社领取选题申报表格，提交齐清
定书稿（只接收Word电子稿），
联系电话18939028262。

（孟山 朱潇潇）

“洛阳作家书系”
开始征稿

《天生无畏》

作者：刘宏伟、范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本书详细记录了抗美援朝将领范天恩的一生。1938 年年仅 16
岁的范天恩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岱岳抗日根据地与日军英

勇作战；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奔赴东北战场；1950年10月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组织指挥了有名的飞虎山战斗、松骨峰阻击战
等。作家魏巍战地采访以后，撰写了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谁
是最可爱的人》。七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先辈的搏杀呐
喊犹在耳畔，辉煌的足迹清晰如昨。

《一生自渡》

作者：宗璞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于质朴中见优雅，于淡远中见深情。本书是茅盾文

学奖得主宗璞写给年轻人的生活智慧，精选了作者广
为流传的36篇文章。这些文章里，或回顾作者自身成
长心路，或追忆故友亲朋，或记录生活日常，或感悟人
生哲理，世事中的纷繁复杂、生命中的大悲大喜，经她
的讲述都变得淡定安然。

《新媒体写作：从提笔就怕到成就IP》

作者：赵博平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书从新媒体写作的八大要素展开，包括重塑写

作认识、精准找好选题、搭建黄金框架、打磨内容三绝、
揭秘如何进阶爆文、实现写作变现、打造写作IP、修炼
终身写作心法等，分享提高写作能力的实战经验，更注
重挖掘写作者的潜能和个人优势，提供全方位成就IP
的方法。 （本报综合）

新 书 推 介近日，洛阳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
家结业仪式暨第六届签约作家签约
仪式在洛阳文学院举行，10 位作家
正式签约，签约作家人数之多、创作
方向之广、年龄结构之丰富，均创历
届之最。

创下三个“之最”

此次签约的10位作家分别是：石
吉刚、谢松林、刘子琳、梁树欣、薛伟
堂、畅玲娟（笔名冷清秋）、赵浩、庞亚
维、王志荣、孔含瑞书。

“签约作家人数之多、创作方向之
广、年龄结构之丰富，均创历届之最。”
洛阳文学院院长王小朋说，报名人数
创新高，优秀者很多，一度让评审组非
常纠结。综合考量年龄结构和创作方
向、创作潜力等，评审组最终确定了10
位签约作家。

一届用满10个签约名额，这样的
情况是洛阳文学院自签约作家制度启
动以来首次出现。

本届签约作家涵盖“70 后”“80
后”“90 后”“00 后”，年龄结构更为合
理。签约作家的创作方向除了小说、
诗歌、散文，还有报告文学、电影剧本、
网络文学、科幻小说等，更加多元化。
这些作家除了在文学报刊上发表过作
品，取得了奖项，有的还是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发展潜力大。

“00后”作家“登场”

在签约仪式上，3 位“00 后”作家
引发了关注。

其中，2002年出生的梁树欣正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读大四，曾获第十
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长江·大

学生之歌”诗集征稿三等奖等，发表
文章 200 余篇。19 岁的孔含瑞书和
21 岁的王志荣都是洛阳师范学院文
学院“作家实验班”的学生。孔含瑞
书主要创作小说、散文，注重意境和
人物心理的描绘。王志荣所学的是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擅长剧本创作，
作品曾在《中国作家》等报刊刊登。

3 位年轻作家在接受采访时，吐
露了有关文学创作的心声。梁树欣
是涧西人，他说作家要拿作品说话，
希望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变迁
有机融合，将情感倾注于笔端，持之
以恒搞创作，讲好洛阳故事；孔含瑞
书更看重创作的直觉和对生活的感
知力，善于把握细枝末节，通过普通
小事反映宏大主题；王志荣认为，年
轻作家想象力丰富，接受力、学习力
强，应充分利用优势，广泛汲取创作
养分，接纳更多元的文化。

搭建良好创作平台

作为洛阳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
洛阳文学院、《牡丹》文学杂志和市作
协三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共同发
现、培养文学新人，打造“文学洛军”，
助力洛阳作家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根据创作情况，洛阳文学院将为
签约作家完成重大题材需要的深入生
活、重点采访、创作采风提供便利条
件；每位签约作家的作品完成后，洛阳
文学院将进行发表、出版推荐等。

王小朋介绍，洛阳文学院将积极
整合优质资源，搭建文学创作的良好
平台，破解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展开一对一帮扶和指导，让洛阳
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的创作之路越走
越宽广。

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文/图

培养文学新人
打造“文学洛军”

新签约的3位“00后”作家

相关链接▶▶

家
长
和
孩
子
在
挑
选
图
书

家
长
和
孩
子
在
挑
选
图
书
（（
新
华
社
发

新
华
社
发
））

年
轻
人
走
进
书
店
畅
游
书
海

年
轻
人
走
进
书
店
畅
游
书
海
（（
新
华
社
发

新
华
社
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