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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莫言余华“看中的年轻人”？
北师大青年写作者作品集引关注

近十年来，复旦
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师大等高校纷纷
开办创意写作或者文学创
作课程，成效显著。专业
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这
些年轻人文学梦和文学天
赋被唤醒的过程。在北师
大，文创专业研究生迄今
已有80余名同学毕业，他
们毕业后有的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有的则选择在科
研院所、出版社、杂志社工
作，成为了从事文学工作
的青年人才。在高校接受
系统的专业文学创作教
育，对他们带来了怎样的
帮助？青年人如何保持文
学创作的热情，取得更大
的成绩，这也是文学圈很
多人关注的问题。

6 月 25 日，在由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
的“青年写作能力的养成
——《耘：每当有人醒来》
北师大文学创作方向研究
生作品研讨会”上，身为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主任的著名作家莫言，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余华、苏
童、欧阳江河、西川，北京
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导师李洱，《作家》主编宗
仁发，《人民文学》副主编、
小说家徐则臣，《青年文
学》《当代》《扬子江文学评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南方文坛》等文学杂
志、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机构的
相关学者、负责人相聚一
堂，表达了对于这一代90
后新锐青年作家的期待，
鼓励当今的青年写作者要
在信息过于饱和的环境
下，筛选有效经验，突破同
质化，发出自己的声音，敏
锐地捕捉时代投射在人们
身上的情绪碎片。

余华怎么指导学生写作？
从想法或细节开始引导学生修改

“耘”是“京师青年作家群”杂志丛书，

由北师大文学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打造的一个出版品

牌，目的是集中展现这些青年写作者的文

学风貌。目前计划每年出版一册。《每当有

人醒来》是“耘”第一册，收入2014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全

日制）自主培养的12位青年作者公开发表

的12部小说。这些90后年轻人入校后实

行双导师制，除学术导师之外，他们还分别

师从莫言、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李

敬泽、李洱等作家导师。经过名师指点后，

他们在校期间便在《收获》《人民文学》《花

城》《大家》等重要期刊发表重要作品，作品

入围了包括“中国好书”“收获排行榜”等多

个文学榜单，这样的文学实绩在全国范围

内都是首屈一指，令人欣喜。

也正为此，在《耘：每当有人醒来》书封

上的推荐语上赫然写道：莫言、余华、苏童、

李敬泽、欧阳江河、李洱“看中的年轻人”。

相比其他青年小说集，《耘：每当有人

醒来》的特别在于，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优秀

青年小说家初露锋芒的作品，每篇小说还

都附有莫言、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等

作家导师的具体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对青

年人写作的指导过程，以及一针见血的评

语。身为导师之一的莫言表示，他内心深

感欣慰。在阅读北师大青年写作者的作品

时，会感受到比较陌生的与以往生活经验

不同的特质，这是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共同

进步的双向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

蔚超认为，《耘》这本书会是未来文学史上

绕不开的文本，因为这是莫言、余华等作家

培养青年作家和形成文学传承的文本实

存，对其进行文学史研究将深具价值。

作为《耘：每当有人醒来》的主编，北师

大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张莉说，这本

书中收录的作品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代表

作，但这些作品里潜藏着每一位作家导师

的拳拳之心，潜藏着一代年轻写作者的成

长足迹和可能性。她特别提到西川和欧阳

江河为北师大本科生开设了诗歌鉴赏课，

深受学生喜爱，莫言、余华、苏童等老师都

参与到“名师写作指导工作坊”的工作中，

满怀热忱地为文学创作方向的青年写作者

开改稿会，这切实唤醒了许多年轻人身上

潜藏着的文学才华，这部作品集里的大多

数作者是来到北师大就读文创方向后才开

始写作第一部小说并发表的。这些作家导

师的到来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提供

了重要的灯塔与火把。

在北师大当导师的余华、苏童、欧阳江

河、西川，以及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洱，分别

以作家导师的身份分享了参与教学工作、培

养青年写作者的感受。余华谈到，他往往不

是从一个学生已有作品的完成度去考量，而

是从一篇作品尚未完成的想法或细节开始

的，再逐渐引导学生去修改、完善。“培养学

生最终是关乎他们将来能否在文学上真正

取得成绩，我并不以发表作品来衡量这个作

者，这是几年工作下来的一个体会。”

苏童幽默地打趣：“我到北师大，原来

一直以为自己是来当‘花瓶’的，结果北师

大不要‘花瓶’，它真的需要园丁。”他谈到，

文学创作方向的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是

一种新的时代下的关系，对自己而言，从一

开始是带有某种任务性的教学，渐渐通过

跟学生相处，开始调整这样的关系，对这些

年轻人的建议、“剪枝”“施肥”的过程中，也

对自己的园丁身份有了美好的期望。

诗人欧阳江河界定自我与学生的关系

时，要求自己不能把他们都培养成“我的门

徒”。他认为，从文学教育的角度上看，小

说写作含有手艺、技术的成分，而诗歌写作

很难具体传授，自己作为诗人也很鼓励学

生把写诗的才能转化为创作小说的才能，

希望他们朝着叙事文学的脉络转化，与此

同时又保留诗人对世界的观看方式。诗人

西川也表示，诗歌思维和小说思维非常不

同，写作的类型非常多，每一个学生的才华

的类型也不一样，而一位好的老师能看出

一名学生具有哪种类型的才华。他谈到

“我非常惊喜的是看到学生的变化，这个变

化就是他的谈吐”，而写作一方面是修养，

另一方面是创造力，前辈老师们创造性的

表达和想象力依然值得年轻作者去学习。

李洱看完《耘》之后十分欣喜，作为北

京师范大学驻珠海校区作家导师，他发现

书中收录的作品与他最早参加改稿会时的

初稿相比，进步很大，更为完整、成熟。

文学写作的可传授与不可传授
作家导师帮助青年刺破思维局限

文学创作可不可教，或者大学能否培

养作家，曾经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如今

随着全世界高校都兴起创意写作班，并且

表现出有效性，大家开始对这个问题有更

清晰的认知。

北师大在读博士生李晓博、焦典、叶

昕昀、武茳虹等是收入《耘》文集的青年写

作者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李晓博

说，自己完全是被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教

出来的学生。“在开始上创作课以后，我才

真正接触到短篇小说的写法，学会如何慢

下来写出一天的故事、一个小的场景，及

至最后发表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叶昕

昀谈到，这几年与导师余华的机缘和学

习，让她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写作的

意义，也期望未来自己的小说能够提供看

待世界、看待生活的不同方式。博士生焦

典从自己的童年经验和小说中的“目光”

谈起，表示她一路收获了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与国际写作中心各位师长们及

期刊编辑长辈的目光，正是在这些目光的

鼓励下自己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武茳虹

表达了对写作导师余华和苏童的感激，

“如果没有两位老师，我可能不会走上写

作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

文学技巧是作者自身经过磨练后的个人化

的产物，但作品中蕴含的观念却可以通过

大学教育进行拓展。《青年文学》主编张菁

谈到了指导老师对青年写作的重要性。她

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每个写作者都是创造

者，而作家导师们帮助他们刺破思维局限，

“无中生有”地去认识世界、创作世界尤其

重要。批评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

为，《耘》这本书基本代表了当前青年写作

的各个面向，许多作品的独到之处并不来

源于文学教育或阅读，而是作者个人的成

长经验，这蕴含了新的可能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耘：每当有人醒来》

莫言 余华

参加研讨会的青年作家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