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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需要提供新的审美方式”
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特选作家揭晓

《十月》杂志“全球首发”重磅新作
日本70后作家平野启一郎亮相北京

近日，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新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写作”主题论坛在十月文学院举办。本届入选的年度特选作家分别是薛
超伟、大头马、三三。该评选首先邀请刘大先、何平、张莉、杨庆祥、黄德海、季亚娅、金理、丛治辰、岳雯、李壮等10位评论家作为特选

推荐人，在此基础上，由李敬泽、邱华栋、何向阳、王山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最终产生了三名特选作家。
在本次论坛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邱华栋，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文学出席并致辞，近20位评论家、作家、出版人就

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23 年，国内著名的纯文学刊
物《十月》杂志设立了一个全新

栏目“全球首发”：邀请世界上一系列知名
作家，以中文形式全球独家首发重磅新
作。截至目前，该栏目已发表法国作家勒
克莱齐奥、俄罗斯作家沃多拉兹金、南非
作家库切、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人的新
作。最新一期的《十月》杂志（2023年第5
期）“全球首发”栏目，隆重推出的是日本
70后代表性作家平野启一郎的中篇小说

《息吹》。近日，作为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
月暨《十月》杂志创刊45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平野启一郎与中国的70后代表性作
家、茅奖获得者徐则臣，做了一场名为“在
世界的田野上”的国际文学对谈。

在中国，就算是熟悉日本文学的读
者，可能也不熟悉平野启一郎这个名
字。因为他的作品这两年才开始被翻译
到国内来。但在日本，他是非常知名的
青年作家，1975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毕
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23岁时他以小说

《日蚀》获得日本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
奖”。平野启一郎的小说非常有时代特
色，文风轻盈，在日本年轻人中影响非常
大。平野启一郎获芥川奖时，在日本一
度被誉为“三岛由纪夫复生”。而徐则臣
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 70 后作家，在长
篇、中篇小说各领域都有不俗成绩。

王蒙与青年作家共创文学氛围

2022 年，为支持鼓励青年作家创

作，作家王蒙捐出稿费，与中华文学基金

会商议决定，联合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

员会和北京出版集团，共同设立中华文

学基金会“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

金”，以扶持和奖励40岁以下的优秀青

年作家，鼓励青年作家们创作。2022年

9月22日，首届（2021-2022）王蒙青年作

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揭晓，孙频、

郑在欢、渡澜三位青年作家获选。

邱华栋在致辞中说，89岁的王蒙先

生，与二三十岁的青年作家，共同拥有生

生不息的力量，共同创造当代文学的活

跃氛围。他希望青年作家们通过阅读，

寻找差异和参照，激发自身创造力；他鼓

励青年作家志存高远，写出高峰之作，创

造一个更宏大、更独特的文学世界。

作为本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

度特选作家之一，三三分享了自己的感

受，包括对孤独和语言的挣扎，以及写作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如何在

生活中寻找真正的文学时刻。三三认

为，优秀的文学能够提供关于如何与时

代建立联系和找到自我的答案，青年作

家需要直面自我、时代和创作的复杂关

系，要在写作中的孤独与创作中的力量

之间达成微妙平衡。

时代呼唤新鲜的文学趣味和审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提

到，青年写作往往意味着文学观念的变

革。我们鼓励青年写作，既是呼唤新一

代青年写作者，同时也是呼唤新的文学

趣味和文学审美。另一方面，文学事业

犹如马拉松，是经年累月、孤独地自我追

逐，青年写作者有时候需要继承传统，有

时候也需要果断抛弃传统，独自创造风

格，生成新的自我。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认为，

现在的写作有很多不同的道路和方法，

在当下和以后的写作中如何再打包、融

合起来，是青年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代年轻作家对于语言有特别好的把

控，尤其擅长对现代心理的挖掘，另一方

面，他们也需要在社会方面和历史感方

面有更丰富的表达。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强

调，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话

题，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

要意义。他强调创造的重要性，鼓励

创作者勇敢尝试，即使不完善也要大

胆创造，以推动文学的发展。最后，他

提到青年作家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

境，鼓励他们积极面对时代，并找到与

时代的接口。

《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谈到了阅读

市场中的城市人口基数，指出纯文学的阅

读市场在不同人口数量国家之间存在一

定的趋同性，强调了城市人口的基数在文

学市场中的重要性。季亚娅同时强调，青

年文学需要提供新的审美方式，以美学革

新推进文化革新，并鼓励年轻一代通过与

世界的碰撞来生发出自己的问题和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时性”

在对谈中徐则臣首先提到，“全球

首发”栏目的创意和做法很好，“过去我

们看外国作品都在《世界文学》或者《外

国文艺》这样的杂志上，都是国外发过

以后翻译过来。但是现在是全球同步

在发，那边出来我们这边就发了。这体

现了《十月》杂志非常开阔的文学视野，

以及当下中国对世界文学开放、拥抱的

姿态，也是我们对文学认识与时俱进的

非常重要的体现。”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女士曾

介绍这一文学栏目的由来：我们似乎一

直在追赶世界文学的潮流。经过几代翻

译家、出版家的不懈努力，中文的阅读和

书写姿态终于发生了变化，相比前代人

的“到世界去”，此刻我们比从前更深切

地意识到“在世界之中”。“全球首发”栏

目诞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如果从前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存在“时间

差”，这一次我们强调的是“共时性”。

“在相同和差异当中寻找平衡”

平野启一郎说，非常荣幸受邀参加

“全球首发”国际文学对谈，也非常荣幸

能够和勒克莱齐奥、库切等世界知名作

家一起出现在《十月》杂志同一个栏目

中。他说，“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

瞬息万变的时代，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可

以几乎瞬间了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

情。如何在大家共有的资讯资源背景

下，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部分，创作出让读

者感觉到新意的作品，这是写作者面临

的一个问题。在这种相同和差异当中寻

找平衡，正是当代小说家要做的事情。”

他还举例说，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孤

独，感受到很多情感，当一个跟你很相

似的人，直接说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孤

独感受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共鸣。但

是在一个跟你差异很大的人身上，读到

跟你类似的孤独、悲伤、喜悦的时候，你

就会非常感动。带领读者在差异中感

受相同的情感，小说的魅力就在这里。

平野启一郎还谈到，日本学生在学

校教育阶段都会学习古文，学中国的古

诗，而日本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

度也非常高。平野启一郎表示自己也

从莫言、余华的作品中，了解到中国的

传统乡土文化。

徐则臣详细介绍了自己对于平野启

一郎小说《息吹》的阅读感受，他认为，

《息吹》首先是一篇心理小说，是一篇深

具现代性的小说，具体在结构上，作者使

用了一种分岔的写法，能够使人联想到

电影《罗拉快跑》。他说：“在全球化时

代，作品发表后就具有了公共性，它不仅

仅面向母语的读者、本国的读者，它还会

流向国外，变成整个世界共同的阅读资

源，作家的书房里可能会站满不同肤色、

不同文化、不同语种的读者。另一方面，

作家的写作要建立起与本地的及物关

系，从平野启一郎的写作中，能看到当代

日本生活的真实细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对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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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特选青年作家，从左至右分别
为：三三、薛超伟、大头马。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