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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启发当下，当下创造传统。
“文学新浙派”是先有创作事例，后有名

称概念。这种新的文学风景，具有强大的召
唤作用，会反过来激发文学创作。“浙江现代
文学不失耀眼，‘文学新浙派’提出的背后，
也有我们想传承这个光耀的愿望，我们希望
先辈的荣光能够投射、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作
家身上。”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说。

浙江文学传统就像一根强大的牵引绳，将
当下浙江文学的不同风格集合到一起，塑造“文
学新浙派”。当代的浙江作家怎样在历史承接
中攀高，在当代中国文学地图上形成更醒目的
新版块，是“文学新浙派”应当思考的问题。

将目光放遥远些，从唐宋开始，浙江的
土地上诞生了叶适、王阳明等众多思想家，
清代以降，又延伸出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
同、全祖望等脉络，包括清末著名的孙诒让、
俞樾等朴学家。这些思想宝藏，可以和当代
浙江文学形成更强烈的呼应。

“不管是鲁迅，还是茅盾，都是具有极强思
考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具有深邃的思想
性。朱熹、王阳明，包括浙东学派能够为作家
提供非常庞大的思想滋养，当代浙江作家可以
从中汲取资源，为我所用，为文学创作注入思
想的力量。”《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表示。

实际上，一直以来，与北方作家家国天
下的历史叙事相比，当代浙江作家更倾向于
一种对日常的书写，即以轻写重。这种偏爱

让文学作品具备了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却也
有“纤弱”之感。浙江当代作家中，王旭烽是
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在《茶人三
部曲》《望江南》等作品中，都有在国家的大
历史中书写江南历史和文化的尝试。

历史感同样决定着创作的深邃。浙江
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周保欣认为：

“浙江作家要想获得创作上的成功，至关重
要的一点，就是以‘大’观‘小’，要以大的文
明视野和大的国家整体观去观浙江，于大开
大合之间写出别具南方气质同时兼具时代
气息和国史气运的优秀作品。”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
顺，则用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诗句来
形容文学作品的“平衡性”。“既要有‘箫气’
里柔美与温婉的文学底色，也不能失‘剑
气’，那些批判的、叛逆的、深刻的内容，也是
文学生命中的一种本质，需要‘文学新浙派’
加以重视。”谢有顺说。

总而言之，“文学新浙派”作为一道新的文
学风景，正在不断生成、生长，它或许更应该成
为一个写作的实验场。最终，我们要看“文学新
浙派”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文学经验，或者创造
怎样独特的文学形式，这才是其最大的价值。

在历史承接中攀高在历史承接中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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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素有“浙江作家占据半
壁江山”之说。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
徐志摩、艾青、丰子恺、戴望舒等浙籍作家的
星光格外璀璨。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
的《子夜》，郁达夫的《沉沦》《故都的秋》《春风
沉醉的晚上》等等，经典名篇构成了“浙派文
学”的辉煌历史。

从1949年至1966年，茅盾、冯雪峰、夏衍、
郑振铎、邵荃麟、巴人、艾青、黄源、林淡秋、许钦
文等一大批早已蜚声文坛的浙籍现代名家，以
饱满的热情活跃在文坛上。更重要的是，这一
时期涌现出许多独具价值的优秀作品，如巴人
的《况钟的笔》、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从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浙
江作家感应现实、追问历史、抒发情怀的人文
禀赋得到极大呈现。留守在浙江土地上的叶
文玲、汪浙成、温小钰、胡尹强等作家的创作，
在全国文坛引人瞩目。汪浙成、温小钰夫妇
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土壤》，产生了广泛
影响，他们以一系列关心社会和民生的小说，
表现出作家的责任感与批判意识。叶文玲的
小说集《心香》《无花果》《长塘镇风情》及长篇
小说《无梦谷》《秋瑾》等，以清幽淡远的风格、
朴素的民本思想，召唤着美好的道德形态与
精神重建的理想。

从本质上看，浙江本土文化是雅士文化，作
家往往自觉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悠然自
得的越文化色彩。即便是描写大江、大山或重
大的题材，也总氤氲着空灵之气，与“陕军”等西
部或北方作家有异。

清末以来，多方面的中外交流客观上促进了
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植根，在浙江孕
育了大批留学日本、欧美，受世界文学影响又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大家，如鲁迅、茅盾、郁达
夫、艾青、徐志摩和戴望舒等人。

从中国的整体地理格局看，浙江处于“中原
腹地”与“南夷边地”的过渡地带，是大陆文化与
海洋文化的混杂，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浙江文
学如大陆与海洋之间的沼泽和滩涂一般，别具
魅力、充满生机。浙江文学与其地理位置特点
一致，具有稳定的雅士
文化与进取的民间力
量包容交错的地域基
因与文化气质。

（作者系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传媒与
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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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浙江作家在中国文坛持续发力——

“文学新浙派”召唤新风景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傅炜如

跳出浙江，近期的中国文坛，以地域做
“新”的文章不断涌现——“新东北文学”“新
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等等。这种命名通
常由批评界提出，但“文学新浙派”是浙江文
学在发展推进中自行生发出来的。

这种文学的自觉性，让浙江文学界进一
步想要厘清“文学新浙派”是在怎样的土壤
中诞生，并对“文学新浙派”的理论框架进行
深入搭建。

近期，在杭州举行的“文学新浙派”发展
研讨会上，“良好的文学生态”、“流动的活
力”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词。

“文学新浙派”为什么能形成？“它与浙
江这个特定地域形成的良好文学生态有关
系。”王春林说。浙江的“郁达夫小说奖”，立

足浙江、面向全国，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
的文学奖项之一。“郁达夫小说奖”为实力渐
显的文学新人指引方向，多加鼓励，如朱山
坡、弋舟、马金莲、石一枫、乔叶等；也为海内
外的华语创作增加交流，旅居加拿大的陈
河、张翎，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等都获过奖。

小说奖之外，文学杂志也是重要平台。
王春林认为，在杭州，一有《江南》杂志，二有

《西湖》杂志。《江南》杂志正处于上升期，办
刊品质不断优化，注重江南特色，刊发了大
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西湖》杂志
则是国内少有的、以推出新锐青年作家为突
出特点的文学刊物。

据统计，浙江青年作家“叫得上名号”的
有 30 至 40 人，数量不少，作品质量也属上

乘，这在青年作家梯队中，放眼全国也是现
象级的存在。浙江新青年作家的创作，不仅
和其他地区的作家创作有区别，即便和本地
区老一代作家的创作也有所不同。“文学新
浙派”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还得益
于浙江这片地域的人口流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沈阳师大特
聘教授孟繁华说：“人口的流动，对于文学创作
本身就是一种激发，是一种互相发现的关系。”
文学创作最终还是来自个体的感受和经验，来
自作家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就像山西
的作家到了北京，可能重新发现了山西，沈从
文到了上海、北京以后，重新发现了湘西一样，
黄咏梅在杭州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乡。这
些作品背后往往是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创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浙江，是文学蓬勃生长的一块热土。
回望中国现代文学史，浙江籍作家曾占据了半壁江

山。鲁迅、茅盾、郁达夫⋯⋯当年，一批出自浙江的作家气
势如虹，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
的奠基人，或成为某类文学的引领者，他们集合为之江大
地上一簇永不磨灭的荣光。

文学荣光，照亮前进的路，并被后来者传承。近年来，
一批浙江作家在中国文坛如群星耀眼，持续发力，并呈扩
张之势——这股新的活力，以“文学新浙派”的名义孕育着
文坛的新风景。

“文学新浙派”，在何种土壤中孕育？又该如何激发出
更强的创造力？这一文坛新风，值得我们关注。

“文学新浙派”，其本质是一股文学力量的崛起，背后是
新一代的作家群体。

翻开 2023 年第五期《江南》杂志，黄咏梅、东君、畀
愚、斯继东、雷默、朱个 6 位浙江作家的小说刊载其上，

《江南》为这 6 位作家组成的“小方阵”起的标题，是“文学
新浙派”。

这是“文学新浙派”的称呼，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江南》杂志主编、作家钟求是写了“主编邀语”，呼应全

国文学评论家等各方力量关注“文学新浙派”的作家群体。
这个作家群体是开放且不断扩张的，现已列成长长的名单：
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李杭育、钟求是、吴玄、哲贵、黄咏
梅、东君、海飞、畀愚、斯继东、张翎、陈河、王手、雷默、张忌、
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朱个、杨方、萧耳、池上、张
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衎、草白、赵挺、林晓哲、赵
雨⋯⋯

这批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年龄从50后到90后，覆
盖了多个文学代际，既有文学大家，又有实力写手和年轻新
秀。可以说，他们用坚实而灵动的作品，造出了具有鲜明江
南才情和浙江气度的文学景象，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格局的
新变化。

从全国的视野观察，这批作家创作的许多小说，与其他
区域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性。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王春林
看到，这些作家立足浙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特点。“‘文学新
浙派’的创作，是一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学写作，它有强
烈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它其实是一种开放多元的、向
外的，而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保守的文学概念和美学特
质。”王春林表示。

如第五期《江南》杂志刊登的黄咏梅《这个平凡的世
界》，是身处居住地杭州的作者，对故乡梧州的再次发现。
黄咏梅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于广西梧州，从 2002 年开始小
说创作，现在定居杭州。浙派文脉似乎重新照亮了黄咏梅
的生活，成就了她关于梧州的系列世情小说，包括她获鲁迅
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其小说中的风物及生活，就是梧
州的山河烟火。

黄咏梅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数
十年来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
体验，这正是一种立足地方、基于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
现象。

另一方面，“文学新浙派”更有着强劲的历史传承，并烙
上了鲜明的痕迹。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
杂志原主编张燕玲认为，“‘文学新浙派’在文脉的传承上，
是在文学浙派上开出的新花，是在传统文脉上生发出来的
叙事艺术上的新质。”

比如“文学新浙派”青年作家薛超伟的小说集《隐
语》，其中的短篇《化鹤》写到，13 岁病童演山隐在寺庙养
病，他以伤心的眼睛打量周遭的世界。文本散发出难以
言说的伤感，有属于时代的“社恐”，也有传统的清净自
省，会让人想到背靠北高峰的灵隐寺，想到浙派隐士的文
人传统。

可以说，侧重于从时间维度出发的“文学新浙派”，在新
旧交织中，与各异的文学风景一起相互呼应、声息共响，构
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大气象。

文学浙派开出新花

“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23年4月，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家在富阳郁达夫公园种植纪念树。2023年4月，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家在富阳郁达夫公园种植纪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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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浙派”部分作家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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