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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之树常青》是胡平编著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辑理论视野、小说八条——不谈成绩，只说
问题、叙述的盛宴语言的危机、怎么写·写什么——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职业批评与媒体
传播、评论界要适应文学新格局、青春文学与“80后”写作、关于小小说创作答记者问、关于诗歌的
外行话、第二辑综合述评、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我所经历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1988
至1990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0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1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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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平，评论家、作家、研究员，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
生于北京，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6年起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历任副研究员、创作研究处处长；1999年调鲁迅文学院任
副院长、研究员、常务副院长。
2008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任主任。
发表文学理论专著《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及文学批评著述百余万字。
发表长篇小说《末世》、《犯罪升级》、《原代码》，撰写长篇电视剧本《犯罪升级》、《白日》、
《威胁》、《内幕》、《洪武纪事》等。
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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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理论视野小说八条——不谈成绩，只说问题叙述的盛宴语言的危机怎么写·写什么——当前长
篇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职业批评与媒体传播评论界要适应文学新格局青春文学与“80后”写作关于小
小说创作答记者问关于诗歌的外行话第二辑 综合述评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我所经历的第七届
茅盾文学奖1988至1990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0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1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4年短
篇小说创作述评1995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6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7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1998年短篇
小说创作述评2000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2002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2008年短篇小说创作述评第三辑 作品
评价不成熟的陆文夫神话的复归《洗澡》：《围城》第二种现世的人生现实的池莉张炜：复杂的叙事
——读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 中国巴顿——再读邓一光《我是太阳》 大风起兮云飞扬——读陈国
凯长篇小说《大风起兮》 一部来自民间的箴言——读关仁山长篇新作《白纸门》 《大雪无痕》的震
撼人心之处冰凉的包子与热忱的奉献神秘色彩从何而来——读少数民族新人佳作名编辑自己的小说徽
式大院的历史背影——读杨黎光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 周东进和魏明坤谁干得过谁——读长篇小说
《楚河汉界》政治利益与至高利益——读周梅森《至高利益》张平的品牌之作——读长篇小说《十面
埋伏》恶之花——对王松新知青小说数篇的一种解读读阿成与墨生谈城市文学更接近神祗的徐小斌工
业题材创作的一次突破历史产生魅力——读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机器》从历史的天空到历史的地面—
—读徐贵祥长篇小说新作《四面八方》庞大而令人兴奋的写作——读孙皓晖十一卷本长篇小说《大秦
帝国》揣摩：老百姓喜欢的军事文学高考，不倦的话题——读《中国高考报告》有感旷野无人识英雄
——读李兰妮新作《旷野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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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做一个交流。
我现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任主任，关注当前创作的基本情况多一些，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奖、评选、
评论工作。
今天想结合当前创作、特别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谈一些自己对创作问题的思考，题目叫《怎么写?写
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自然是有感而发。
目前，我们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应该说是很成熟，了，但长篇小说创作不够完全成熟。
几十年来，我们成长起一批较成熟的小说家，他们目前大都在攻长篇，又缺乏经验，长篇的问题就突
出出来了。
我最近写了一个关于去年短篇小说的概述，一开始就提出三个最好的短篇小说：一个是迟子建的《一
坛猪油》，第二个是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第三个是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
都可以称为比较完美的小说，就是说短篇小说真的有我们非常满意的作品。
长篇小说呢，相对而言完美的很少，就是说现在的长篇小说还不够成熟。
最近北京市评文艺奖，它是把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放在一起评的，加起来评出四部。
有人就问，长篇和中篇、短篇分量不一样，怎么放在一起评呢？
短篇岂不吃亏吗？
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无论对于长篇、中篇还是短篇，艺术上是否圆满是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指标
。
就是说，如果一个好的短篇艺术上圆满的话，我就会把票投给短篇，而不会投给艺术上不圆满的长篇
。
所以，长篇在分量上、内容上虽然占了优势，但未必就一定比短篇强。
其实，总的来说，当下圆满的长篇小说是很少的，形势如此。
我参加了组织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同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经历了从初选审读组到评委会
的全过程，对前几年的长篇小说看了不少，了解一些情况。
应该说，对于最后评出来的四部作品，大家基本是满意的，这是一方面。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还缺乏更好的作品、更响亮的作品。
这个形势相比起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时就有差别了。
1995年我也在创研部，还没有去鲁院，参加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
那个时候，出了一部作品叫《白鹿原》，主要因为这部作品，评奖工作拖了一年多，就是无法启动。
为什么呢？
因为对它有争议，又绕不过这部作品，可见它的分量。
当时二十三个评委里，大约有一半人反对这部作品，大约一半人赞成这部作品，同时，所有评委又都
承认对这部作品是必须认真讨论的。
最后，采取折衷的办法，使《白鹿原》获奖，于是才皆大欢喜。
这一届没有这个问题，这一届没有绕不过去的作品。
实际上，初选审读提供的二十部备选篇目是很准确的，没有遗漏应该获奖的重要作品。
这次的初选工作很认真，每一本书都有六个人以上阅读过，绝不允许重要遗漏，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下评出了获奖的四部作品。
但毕竟，这一届没有产生《白鹿原》那样非评不可的作品。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说，长篇小说真要写好了，应该像《白鹿原》那样摆在那里，这才够分量。
诸位是学习创作长篇小说的，我希望诸位要把眼光定好，有个标尺。
要争取提高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水平，如果你一年写三四部长篇小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你评不
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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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有哪位作家有这么大本事，一年写四部，还能获茅奖。
在长篇创作上，我想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文学评论界的一些观点，我自己的一些认识，供大家
参考。
刚才我已经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当前长篇小说的水平比起中、短篇小说来，还要差一块。
第二个意思是，缺乏真正重量级的作品。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浮躁，大家都会承认；还有一个社会文化思想氛围问题。
《白鹿原》的创作总的来讲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觉得八十年代对于文艺创作是
最好的一个时代，它的整个氛围，容易催生好的作品，而市场经济发达以后，氛围已经受到许多影响
。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写长篇小说还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话，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
王蒙说，要是想和自己一辈子过不去的话，你就写长篇小说。
那真是和自己一辈子过不去的事。
所以，诸位一方面要有一个雄心，另外一方面做好不一般的思想准备。
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写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从1985年的文学革新以来我们一直在说，写什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写。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已经解决得比较好了。
现在的小说，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也包括一部分长篇小说，在怎么样写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
另外一个问题又突出出来了，写什么的问题突出出来了。
写什么三个字，包含的东西很多，很多方面都牵涉到了。
你在写长篇小说，但可能，你在构思的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不很值得写，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
我们看的长篇小说比较多，我有时觉得，有百分之六十的长篇小说是不值得写的。
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部长篇小说，起码有七百部不很值得写。
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把写什么这个问题想好，就开始写了，这样的创作太多了。
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提醒你，你构思的这个东西并无价值，不必要耗费这个心血，你需要修改你的创作
计划，也许就好得多了。
所以，今天我主要想讲这个问题，但先从网络文学讲起。
从网络文学讲起都知道，现在网络文学发达了。
文学和网络文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很多作家的重视。
刚刚召开的作协的全委会上，作协领导特意让我做了一个关于青年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情况介绍，应该
说，与会代表们对网络和网络文学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有很多都是围绕网络文学谈起来的。
网络文学对于长篇小说创作也是有影响的，对于我所说的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也是有关系的，所
以，我先从这个问题人手，结合创研部的研究成果，谈谈我的认识。
网络文学是1998年开始兴起的，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络上发表，应该被视为网络文学
正式登场的一个标志。
到了去年，2008年，刚好过了十年，所以去年是总结网络文学的成绩以及研究它的发展的一年。
这一年里出现很多活动，从《人民日报》到新浪网，媒体上做了很多文章，都在围绕十年盘点网络文
学仅仅经过十年的发展，就造成今天很大的声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之树常青>>

编辑推荐

《理论之树常青》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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