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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呈现出大量新的质素，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它与传统文学血肉相连，尽管它与新时期其他各阶段的文学有扯不断的精神关联
，尽管它仍处在打开自己．的过程中。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正在嬗变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段落。
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只要看一看这部《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里的作品，细加寻味，就不难得出新的看法。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是在中国小说学会十年来历次排行榜中，选择每年上榜的中篇小
说和短篇小说的前三名，组成其庞大阵容的。
中国小说学会每年的“中国小说排行榜”评选是审慎的，一切从文本出发，只对文本负责。
它有一系列的“不考虑”：不考虑作家的名气，不考虑刊物的名气，不考虑作家的性别，年龄，身份
，所在地区，更不考虑评委与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尽最大可能把非文学因素排除在外。
这是一个没有奖金的排行榜，只是一种承认，一种荣誉，一种评价。
但作家们却相当认可。
金钱并不能证明一切。
写作者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才情和创造力的竞争。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小说的民间社团——中国小说学会明确提出了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
自我定位，提出了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创新精神这样三点作为衡文的标准。
多年下来，应该说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得到小说家们的首肯，特别是在海外华人写作圈中赢得了相
当的信任。
这部书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优中选优的，它的艺术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
　　在这部书里，通过大量作品，我们应该看到，新世纪社会人文背景和读者的需求，自然地滋生出
了对新文学精神和样式的诉求。
就纯文学而言，大的主题和审美精神正在发生着微妙衍变，而新的审美生长点也正在出现。
　　首先，释放现代性乡愁和从文化想象的角度重新透视乡村史，成为新世纪十年文学在乡土叙事上
的一个重要变化。
新世纪文学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的，它不可能完全脱开传统的表现对象和一贯的视点。
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
厚的审美资源，这一点无须多言，还在继续。
在城市化的滚滚浪潮中，现在许多作家虽仍然立足乡土，守望乡土，不过表现的重心明显变化了。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叙述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以政治文化的尖锐而深切的反思来作为突破
口；如果说，90年代的乡土叙述主要以文化化的视角重新观照家族故事和宗法传统；那么，进入新世
纪以来的乡土叙述，就更侧重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的现代性乡愁的抒发，更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
，文化人格，更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道德伦理的震荡和精神的分裂，从而把表现重心放到
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了。
而其表现手法，大都具有与政治经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淡化写实性，突出写意性，突出文化想象
的特点。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亚乡土叙事”的崛起。
这成为新世纪表现城市生活的一大景观。
也许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我们曾预言，新世纪文学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
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
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将直接移动文学的主题，
估计一个都市文学的创作高潮、即将来临——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说早了，没有看到这种转化的复杂
性。
由于中国缺乏都市文学的深厚传统，我们预期中的“纯都市文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文本，倒是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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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学占据了都市文学的主要空间。
这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所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亚乡土叙事”？
由于现代转型社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于是新世纪文学中一
大批作品的笔触伸向了城．市。
这类作品根子和魂灵虽在乡村，但主战场却移到了城市，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
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
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在亚乡土文学中，乡土已不再是美丽的家园，也不是荒蛮的所在，而在城市
化的冲击下变得空壳化了。
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
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努力融入城市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
再也不愿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
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的冲撞，产生了强烈的错
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
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60％的人都在写这类东西，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领域。
　　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世纪的“文学都市”也正在逐渐形成中。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写“都市”’的作品多起来了，成为大势所趋，其特点是，既不
同于茅盾式的”阶级都市”，也不同于沈从文式的”文明病都市”，又不同于老舍式的“文化都市”
，更不是周而复式的“思想改造都市”，它主要表现为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实利化的“世俗都
市”。
文学场景由之发生巨大的转换。
如果留心，将会发现，填充在这些都市空间里的文学，除了80后、90后的青春书写，还有对女性和知
识分子的书写占了一定分量。
　　目前最大量的还是以官场小说为主打的城市文学的欲望化叙述。
官场小说的流行或“泛滥”，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基本占据了大众阅读的重要位置。
一方面，要看到，这是社会现实和心理的反映，也是反腐倡廉的社会需求在刺激官场小说的生长；但
官场小说的创作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作品成为升官秘笈、厚黑宝典或腐败花样的展览会，有些热销
书倾向于对官场的窥视和陶醉，满足于娱乐、消遣、暴露，只有指认能力，没有精神批判能力，更缺
乏充沛的正气。
如果说有一些作品写得比较好些，那是把官场作为平台，写了人性，写了日常，写了文化。
现在官场小说实际上成了最大的“类型化”。
这种势头不利于文学表现广阔多样的有机联系的当代生活。
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曾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
回政治视角”。
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
但文学所讲的政治伦理，政治文化，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政治小说不仅会涉及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还
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精神课题。
我一直觉得，当下中国文学还缺少优秀的政治小说。
　　在这部书中，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很难作出题材的划分，但它们是优秀的，深刻的，因为它们都
没有离开如何发现人，认识人，关心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事实上决定着新世纪文学的质地和前途。
我们常说，人的发现曾是20世纪贯穿至今的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
现当代有过三次人的发现，五四发现了个体的、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人；30~40年代发现了阶级的人，
或被压迫求解放的人；七八十年代重新发现了被专制异化的人，重新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这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全局的思想史进程。
而现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发展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是否又面临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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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发现的问题？
新世纪文学中一部分作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深化，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
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
欲望化”的人，而是“自常”化了的人。
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
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新世纪文学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新的焦虑点，那就是围绕对人及其处境的新
思索，关注精神生态，关注文学如何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历史，地域、乡土，政治文
化和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的探究与考察，力图寻求民族灵魂的新的生长点
。
新世纪文学应有丰富的题材资源和写作可能性。
　　我希望广大读者能带着更为广阔的眼光，更为超脱的理念，更为自由的心灵，来欣赏《中国小说
排行榜十年榜上榜》中的中、短篇小说佳作。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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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起舞》所选文章针对性强，从不同的视角，零距离解读一个可触
可摸的文学中国，针对青少年读者，加强哲理、励志、感恩、感知、常识等方面的内容，但又注重文
学性，在强调好看的同时，讲究文字之美，修辞之美。
　　上榜作品既有名家得意之作，也有实力新秀的妙文佳制。
一榜在手，精品皆有，主打名家，但又不唯“名”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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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直到若干年后，马杰才告诉我，他终于真正了解了驴这种畜生。
他是在大学里学到这些知识的。
他读的是农学院。
这让我很不理解。
我和马杰同是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而且在同一考点的同一考场。
但后来，我去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时才听说，他竟然考去了农学院的牧医系。
说牧医好听一些，其实就是兽医。
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农学院又在市郊，交通很闭塞，所以直到上大三时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对他选择这种专业表示不解。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大学里包分配，这个说法今天的大学生未必能懂，也就是毕业后学校负责分配工
作，因此一旦学了什么专业也就如同嫁人，注定_辈子要从事这种工作。
我在信中对他说，农学院，又是牧医系，将来的去向可想而知，大城市里的骨科医院或妇产科医院自
然不能为牲畜治病，难道你去农村插队几年，在那种地方还没有待够吗？
我又在信上说，你对哺乳类动物感兴趣不一定非要学兽医，人也是哺乳动物，你完全可以去读医学院
。
当时我想，我在信中的言辞可能过激了一些，而且事已至今，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义，当然、，马
杰也未必会以为然。
马杰一向是个很自信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主见。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刚下课，系办公室的老师来叫我，说有我的电话。
我立刻猜到了，应该是马杰，别人找我不会把电话打到系里去。
果然是他。
他的情绪听上去很好，说话还是那样不紧不慢。
我在心里想象着，他这时大概正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或扎着一条黑皮围裙，刚摆弄完一只什么动物
。
我似乎已经闻到，从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一股腥臊气味。
果然，他告诉我，他是在解剖教室打来的电话，他们刚刚解剖了一头驴。
你能想到吗，这是一头成年雄性亚洲驴，而且还是活体。
他并没有提那封信的事，听上去似乎颇为得意。
他说，看来我过去真没猜错，驴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从解剖学的意义讲，它还是马的一个亚
种呢。
他说话的口气已明显跟过去大不一样，似乎有了些学院派的味道。
接着，他又说，马的学名叫Equuscaballus，而驴的学名则叫Equusasnus，由此可见，它们应该同属哺乳
纲，但后者却是马科马属，驴亚属。
马杰这样说着，似乎在电话里笑了一下，当然，如果在野生环境里，驴这个亚属应该更适于生存，因
为它们的耐力和生命力都要优于马，比如寿命，马是三十年，驴却可以活四十年甚至更长。
而且，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它们的智商也的确很高，比你想象的还要高。
　　我忽然有些伤感。
我终于明白了，马杰对过去的事还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我对驴也并不陌生。
早在农村插队时，我就知道，驴作为牲畜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草驴，另一种则是叫驴，其中草驴是
雌性，而叫驴泛指雄性。
当然，这些也都是马杰讲给我的。
我和马杰插队并不在一个村。
他在北高村，我在南高村。
那时他经常去公社粮站拉草料，每次路过我们村都要来集体户里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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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驴的后代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驴，另一种就是骡子。
骡子自己是不能生育的，要由驴和马来交配。
当然，马也分两种，儿马和骒马，前者雄而后者雌。
叫驴与骒马配出的是驴骡子，草驴与儿马配出的则是马骡子。
由此可见，马杰说，牲畜之间所形成的关系链与人相似，也是以雄性为主，应该属于父系社会。
那时我就搞不懂，马杰也生长在城市，他的这些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因为一件事，竟然连北高村的当地人对他也很服气。
　　这件事很奇怪，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当时北高村有一个绰号叫大茄子的女人，由于下体溃烂病死了。
据说这女人很放荡，性欲也很旺盛，丈夫死后经常跟村里的男人胡搞，很可能因此才得了这样一种脏
病。
大茄子的死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叫彩凤。
彩凤去墓地埋葬了她母亲大茄子，一回来突然就精神失常了。
她的这种精神失常极为罕见，虽然神志不清，语言混乱，但说话的口气和腔调却似乎都已不是她自己
，而是酷似她的母亲大茄子，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竞能说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来。
村里人立刻感到很惊骇，认为她是被大茄子的鬼魂附了体。
后来有人说，彩凤很可能是得了壮科。
所谓壮科，在中医讲也就是癔病。
但当地人对这种病症却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是被一种叫黄鼬的野物迷住了。
据当时一起去墓地的人回忆，彩凤在回来的路上曾去过田边一间废弃的土屋里小解，如果她真的是被
黄鼬迷住，应该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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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2000年至2010年，连续10年——中国小说学会权威评选。
　　所推出的年度上榜小说，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全面反映了该年度小说的创作状况和高度，在读
者中已形成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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