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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1年开始，创作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已经连续进行了7年。
7年里，中国小说学会评委会秉持专业性、学术性、审美性、民间性的原则，对每个年度的长、中、
短篇小说进行认真的评选，并每年推出一本《中国小说排行榜》。
可以说，无论是排行榜本身还是这本小说选，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和越来越高的
评价。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更不是出于市场和商业的考
虑，而是出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真实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都处于一种被否定和贬低的状态中，而2007年顾彬的“垃圾说”更是把这种
贬低、不满情绪夸张和放大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被有意地延宕了，而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也由此陷入了
一种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
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小说真的没有经典，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当代经典？
这是今天中国文学界无法回避的一个尖锐问题。
我们不妨从“经典”的定义出发来分析一下当代人对于当代文学经典问题的偏见。
什么是经典呢？
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对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
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
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
应该说，经典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
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
典”的原因或标准。
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
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
典”的缅怀和回忆。
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
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这实际上就“人为”地阻隔了当代人、当代文学通向经典的道路，并以“悬置”的方式剥夺了当代人
认识和言说当代经典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阻隔”面前，当代人正在逐步失去对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的信心。
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当代，所谓当代、所谓当代文学似乎都成了一种“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更
不要说当代经典了。
这种对于当代文学变相的“虚无主义”可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面孔暖昧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7我们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
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
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
我们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
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
我们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
，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
（换句话说。
即使它被后人“考古”挖掘为“经典”，那它对所处时代的读者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很难想象一部对它所处的时代和它所处时代的读者毫无精神影响的作品会成为“经典”。
）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
时代就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
他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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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
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
不仅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而且每一个读者也应该是一
个“经典”的确立者和命名者。
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不应是“过去时态
”，而应该是“现在进行时态”的。
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
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
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
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
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
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
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
和必然路径。
而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也可以说正是提供了中国当代小说经典化的一个重要路径与机遇。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年年都有小说排行榜和小说年选，2009年初就出现了好几个排行榜，并推出
了不同版本的书籍。
相对于其他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有什么独特性呢？
　　我们的答案是，每年中国中、短篇小说的数量都很惊人，如何让其中的优秀作品浮出地表，为广
大读者所接受和阅读，是摆在广大文学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年各种版本的小说排行榜和小说选本的出版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年度内中国中、短篇小说被“经典化”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一篇小
说如果没有被广泛地阅读，甚至不为人知，那它被“经典化”的概率几乎是没有的。
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排行榜和小说选本越多，越减少了经典作品被湮没和被遮蔽的可能。
但是目前大多数选本和排行榜基本上都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即使某些挂了各种学会名目的选本
也都是某一个编选者所选，是“一个人的经典”、“一个人的排行榜”。
这既有好处，又有局限。
好处是“个人”的选本可以完全尊重编选者的审美趣味与文学原则，无需向时代、传媒或意识形态的
趣味妥协，因而旗帜鲜明，极有特色：局限在于，“个人”的选本往往会不自觉地放大编选者的个人
审美嗜好，甚至审美偏见，文学风格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往往得不到呈现，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对一个
年度文学经典的遗蔽。
此外，个人的选本有时候还难免受到人情或文学之外的因素的干扰，且对这种干扰没有有效的约束机
制，所以主观性就变得不可避免。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中国小说学会推出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这个排行榜可以说既有“个人化”选本的长处，又有效地克服了”个人化”选本的局限。
它是中国小说学会27位专家评委经过严格的程序评审、筛选出来的作品的结集。
中国小说学会评委会坚持的是专业性、艺术性、审美性、民间性的原则，每一部作品都经过了反复的
讨论与斟酌，每一个评委都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因此，这本书中的作品可以说是已经经过了某种“经典化”论证的作品，是个人意见“集体化”、“
公共化”之后的产物，不仅主观偏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克服，而且其权威性、公正性也是个人性的选
本所无法达到的。
　　也许还有人会问，每年的排行榜和各种年选都“抢时间”，都比赛谁出版得早，年初出版的屡见
不鲜，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为什么总是不急不慢地推出？
　　我们的答案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出版社当然都希望年选能在年初推出，在第一时间向读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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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上个年度的作品。
应该说，年初推出其新鲜感与市场冲击效应都是不错的。
但是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不追求时间效应，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首先，从市场来说，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对自己的质量有信心，它本就不追求短期效应，而是追求
长销和持久的影响，因此对于需要者来说，无论年初和年末都是一样的。
更何况这本书从选目、版式到体例都与其他选本有所不同，书中每一篇作品后都有作者的照片、创作
谈和专家的评点，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包含对作品的评价，以及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
对话，它已超越一种静止的书的意义，而有了一个动态的“对话场”的意义。
其次，从文学品位上来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是面向文学史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学术行为而
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它无论何时推出都追求的是一种学术总结的意味。
最后，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延后”推出也是一种彰显自己独特品格的策略，中国小说学会希望自己
的排行榜能以独特的“出场方式”与其他小说选本有一个真正的比较。
而且越到后来，浮躁的喧哗与各种泡沫越会渐渐散去。
对品质和内涵的需求会成为读书界的首要追求，那时这本印制讲究、评选权威而内涵别致的书可谓生
逢其时。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已经走过的7个年头是成绩显著、令人鼓舞的。
我们相信，通过评委会的不断改组和评选方法的不断完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一定会越办越好、越
走越远，并一定会成为中国当代小说辉煌历史的永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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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分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三类。
作品包括：《彼此》、《相爱的日子》、《茨菰》、《野草疯长》、《游戏房》、《大漠人家》、《
红色娘子军》、《硌牙的沙子》、《湘绣旗袍》、《起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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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排行榜”是中国小说“经典化”的重要路径短篇小说彼此性爱“问号”——评《彼此》相爱
的日子与爱有关和无关的——评《相爱的日子》茨菰岂止是个人婚姻悲剧——评《茨菰》野草疯长一
个人生的永久命题——评《野草疯长》游戏房心理描写的纵深度——评《游戏房》大漠人家“苍穹上
的眼睛”——评《大漠人家》红色娘子军难以告别的革命——评《红色娘子军》硌牙的沙子是谁破坏
了师生关系——评《硌牙的沙子》湘绣旗袍悲美的文化祭奠——读《湘绣旗袍》玻璃房子异域话语情
境下的性别寓言——读《玻璃房子》中篇小说起舞凄美伤怀的哈尔滨书写——评《起舞》万箭穿心悲
悯的诗学——评《万箭穿心》比风来得早“仕途”的“唱”与“念”——评《比风来得早》风月剪东
坝的悲情与风情——评《风月剪》本命年短信暧昧与游走——评《本命年短信》今夜去裸奔寻找现代
人的精神救赎——读《今夜去裸奔》余震一场心灵深处的大震荡——评《余震》天窗三个人的战争，
生存的风景——评《天窗》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评《士别三日》莉莉离散：有多少爱可以阐释，
可以重来——谈《莉莉》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呈示与表现——评《赤脚医生
万泉和》黑白从最简单的事说起——评《黑白》青木川时代，历史与文化——多维视野下的“青木川
”——评《青木川》戎装女人军旅女性形象的一次刷新——我读刘静的《戎装女人》长调不可复制的
文学记忆——评《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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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他们是去一个风景秀美的小城市。
三年前，黎亚非第一次跟周祥生出门，就是去这个地方。
　　出门之前她还有些忐忑，周祥生为什么找她去呢？
科里的医生有二十几个呢，男医生尤其多，他跟她孤男寡女的，这么一路走下来，算怎么回事儿？
黎亚非犹犹豫豫地收拾好东西赶到会合地点时，才发现周祥生的助手不只她一个，还有麻醉师吴强。
　　吴强开车，手脚不闲，嘴也不闲，黎亚非这一路上听到的信息，比她在院里待三年听到的还多。
原来，科里大部分的医生都跟周祥生出去过，她算是最后一拨儿。
而且不光是周祥生，其他三四位主任医生也经常在周末带着主治医生们出去。
　　“您的名气大，来的病人多，”吴强对周祥生说，“他们大树底下好乘凉。
”　　黎亚非坐在后面，望着外面的风景。
他们走的是一条盘山公路，左一弯右一转，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树根处沁出凉湿的气息，正是早秋时
节，山色总体还是绿色的，但偶尔的，会有一棵枫树烧着了似的闪现出来。
　　“黎医生，沉默是金啊。
”吴强见黎亚非一声不吭，从后视镜里打量她一眼，笑着说道。
　　“我一向笨嘴拙舌。
”黎亚非说。
　　“寡言少语，”周祥生说，“是女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　　“怪不得我们院里的女医生一个比一个矜持，”吴强哈哈大笑，“这下我找到病根儿了。
”　　他们到达时，病人家属们已经等在宾馆里了，七八个人像迎接救星似的欢迎他们的到来。
两个女人殷勤地陪黎亚非进了房间，一个给她洗水果，一个替她沏茶，她们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弄得
黎亚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不知道该跟她们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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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是中国小说学会27位专家评委经过严格的程序评审、筛选出来的作
品的结集。
中国小说学会评委会坚持的是专业性、艺术性、审美性、民间性的原则，每一部作品都经过了反复的
讨论与斟酌，每一个评委都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因此，这本《2007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的作品可以说是已经经过了某种“经典化”论证的作品，
是个人意见“集体化”、“公共化”之后的产物，不仅主观偏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克服，而且其权威
性、公正性也是个人性的选本所无法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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