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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滕刚是微型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
说到他，必须先谈一下微型小说的现状。
　　微型小说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文体。
在中国，这个文体虽古已有之，但一直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未能单独形成气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微型小说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崛起于文
坛，成为读者涵盖面最广的文体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各种报刊每年发表的微型小说已达二至三万篇。
笔者主编的《微型小说选刊》月发行量达到七十万册，亦可佐证读者对这种文体的喜好和认可程度。
　　随着微型小说创作实践的发展，报刊上对微型小说特征和独立品格的探讨文章也越来越多，人们
逐渐认识到，微型小说虽从短篇小说发展而来，但与短篇小说已有很大的区别。
1984年和1985年，《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先后在南昌和郑州创办。
1992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在上海成立。
这样，小说家族中就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在原有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之后，又多了
一位年轻活泼的老弟——微型小说。
　　再来看微型小说的创作队伍。
在中国大陆，一个中等发达的省份拥有30～50名经常写作微型小说并不时有作品发表的作者是不足为
奇的。
由此粗略推算，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仅中国大陆，经常写作微型小说的作者至少在千人以上。
如果加上偶尔涉猎微型小说的作者，那就数以万计了。
　　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样一支庞大的写作队伍，却迄今没有得到文学圈内的完全认可。
评论家们对它的看法尚有分歧，以致它迄今尚未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范围（进入中国
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也是2005年后才有的事）。
　　这是什么原因呢？
细究起来，笔者以为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认识，往往落后于该事物的客观实践，
微型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例外。
二是微型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
对于第一点，笔者不想多说。
对于第二点，笔者以为微型小说虽然事实上已成为小说家族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员，但发展的历史
还比较短，作品的质量还参差不齐。
从总体上看，每年产生的作品数量庞大，但真正称得上精品的却比较少。
就是在这有限的精品内，还有一些是文学大家的作品，比如王蒙、冯骥才、汪曾祺他们，平常并不以
微型小说创作为主，但偶一为之，却常有惊人妙作。
而微型小说专业户们的作品，虽也有闪光之作，却又常为自己的平庸之作所掩盖。
如果将长篇、中篇比作大刀、长矛，微型小说恐怕只能算做匕首。
匕首虽小，在近距离作战却优于大刀长矛，这一点，文学大家们是知道的。
但他们也同样知道，“匕首”并不好弄，如果没有精湛的武功，没有超常的发挥，不可能让人击节赞
叹，与其如此，那就远没有挥舞“大刀长矛”来得潇洒和引人注目。
另外，稿费按字数计酬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文学大家们平常并不怎么耍弄“匕首”，只有当上天突然赐给他们灵感，脑海中电光一闪，平常
的生活积累转化成绝妙的点子时，他们才会感到机会来临，立马捕捉住这上天赐与的猎物，将它展现
在读者面前。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当然非同寻常。
　　而微型小说的专业写手们（我这里说的专业写手，其实大都有本职工作，写作只是业余的事）却
没有这样幸运。
他们选择了微型小说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们必须靠微型小说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展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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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受字数的制约，必须讲究技巧，是一种高难度的文体。
按说技巧性强，只要反复磨练，掌握了技巧，问题也就解决了，就可以顺理成章，源源不断地写出好
的微型小说来了，实际上却又远没有这样简单。
报刊上关于微型小说创作的理论文章有过不少，但大多是对过去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停留在技术
的层面上做文章。
而笔者以为，一篇好的微型小说不是光靠技巧就能写出来的。
一要作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二要作者对社会的透彻领悟，在这二者的基础上，加上灵感的催化剂，
技巧才能发挥魔力，产生奇妙的作用。
微型小说专业户中虽然不乏意志坚定者，但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却很少，他们大多按照工艺来制
作新产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凸显平庸。
应当说，理论文章总结归纳微型小说的特征和写作技巧，对于初学写作者是大有好处的，但如果一个
作者成了微型小说专业户，他仍停留在写作技巧这一层面上，他们的结局将是很悲哀的：不管他如何
勤奋、努力，注定了只能是不断重复制造出一大堆大同小异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垃圾。
我们有一些微型小说作家，他们发表过一些很不错的作品，于是认定了微型小说作为自己终生的主攻
方向，这是十分可贵的。
他们将微型小说写作大师欧·亨利、星新一奉为自己追求的星座，想要达到他们的水平，这也没有错
。
问题在于，他们按照大师们的创作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随着作品的不断增加，他们
沾沾自喜，见人就说自己一年发表了多少多少作品，但当“作品”结集出版到处送人时，懂行的人们
就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只是数量上的增加，并没有质量上的突破。
一本厚厚的集子，往往只有少数几篇是有内涵有价值的东西，而它们也还都是以前的作品。
这些作者不知道，欧·亨利式的结尾，在欧·亨利那里是天才的创造，而在他们那儿却成了致命的束
缚！
　　这个现象带有普遍性。
特别是某些自诩为第一流的微型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有条件在文学圈内传播，这就使得某些接触到
这些作品的评论家感到大陆的微型小说创作就那么回事，比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水平要差得远。
　　这实在是一个偏见。
　　因为大陆还有以滕刚为代表的另一类微型小说作家。
　　滕刚不是那种仅靠辛勤耕耘，以创作的数量和别人比高低的作家，更不是那种依靠编辑和评论家
的抬举成名的作家。
　　滕刚是一个罕见的既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又有突出的写作天赋的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
　　在社会实践方面，滕刚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不愿烧坏自己手指的庸人。
他勇敢地下了海，大胆放弃了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在商海中摸爬滚打，出没于各种贸易场所和娱乐场
所，触摸到了当代社会的敏感点和伤痛点，目睹了那些书斋里的学者不可能看到的东西。
上天似乎有意造就他，让他饱受疾病的折磨，感受常人难以感受到的痛苦。
在思想上，滕刚又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智者，他知道我们的社会生活与书本不是一回事。
对社会生活的透彻领悟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探索，使得滕刚有话要说，于是他采用了微型小说这种艺
术的表达形式。
　　滕刚闯进微型小说领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初显身手，就已经写出了像《预感》那样出手不凡的作品
。
《预感》是篇幽默智慧、风格和内涵上都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所达到的高度，是许多微型小说作家穷
尽一生努力，恐怕都难以达到的。
但这个阶段，对于滕刚来说，只是一个演习阶段。
　　第二阶段，是滕刚有备而来（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有了厚实的积累）的火山喷发的阶段。
说起来有点偶然，实在是一种必然。
　　2001年，中国微型小说表面上十分热闹（许多报刊纷纷增辟版面刊登微型小说，有的甚至改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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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实际上却陷入了平实化的泥潭，大量平庸琐碎缺乏想象力的作品充斥市场。
滕刚的作品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滕刚的作品喷薄而出，像密集的炮弹在微型小说界炸响。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啊，它们幽默荒诞却又充满了智慧，充满着天才的想象和夸张，思想却像
犀利的刀片，寒光闪闪，痛快淋漓地剖析着荒诞的现实⋯⋯　　如果说，平庸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没
有羽毛的鸟儿一样匍匐在地面艰难地爬行，滕刚的作品则像雄鹰一样腾空而起，其跨越的高度和瞬间
冲击力常常令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这是一只怪诞的鹰。
他时而紧贴地面飞行，时而直冲云霄，时而在空中翻滚，时而箭一般地俯冲而下⋯⋯他蔑视规矩，嘲
笑权威，不按常规出牌，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滕刚是一个可怕的破坏者。
他将种种关于微型小说创作的经验之谈和应当遵守的法规法则打得粉碎。
　　如果滕刚仅仅是一个破坏者，他就毫无价值可言。
滕刚的价值在于，他用作品否定或推翻了有关微型小说的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同时又用自己的作品
探索出了另一些可行的路子。
滕刚的作品让人惊叹：微型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实践家和探索者。
　　表面上看，滕刚背叛大师，实为不恭。
实际上，他认真研究学习大师们的作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掌握了大师们的创作精髓，知道出奇制
胜是永恒的法则。
他用作品丰富和发展了微型小说的理论。
　　滕刚的胜利，是辩证法的胜利。
　　滕刚的作品，说明微型小说是一种没有固定模式的文体。
唯其没有模式，它才充满活力，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滕刚的成功是郑允钦刻意炒作的结果。
这些先生大错而特错了。
　　首先，笔者天性恬淡，素来厌恶炒作。
笔者曾在自己的童话作品《两个怪纳米》中塑造过一个令人厌恶的炒作大师黄牛皮先生的形象，足可
佐证这一点。
　　其次，笔者只是一个编辑。
编辑可以帮助一个作者，却无力造就一个作家，更不可能造就文学大家。
　　滕刚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才作家，他闯进微型小说界是微型小说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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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翎，1966年9月生于天津市。
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
曾发表《逼近历史的真相》、《滕刚的意义》等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都市的叙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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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滕刚评传》滕刚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他在以一种反叛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当下中国的微型小说的
世界里。
从精神到技法，他都是全新的，是我们传统的微型小说理论所难以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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