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華文長篇小說華文長篇小說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部部部」」」」上海評選會議上海評選會議上海評選會議上海評選會議 

 

評選委員評選委員評選委員評選委員：：：： 

陳思和陳思和陳思和陳思和（「（「（「（「小說引力小說引力小說引力小說引力」」」」評選活動跨國觀察員評選活動跨國觀察員評選活動跨國觀察員評選活動跨國觀察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圖書館館長）））） 

金金金金    理理理理（「（「（「（「小說引力小說引力小說引力小說引力」」」」評選活動上海召集人評選活動上海召集人評選活動上海召集人評選活動上海召集人、、、、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劉志榮劉志榮劉志榮劉志榮（（（（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德海黃德海黃德海黃德海（《（《（《（《上海文化上海文化上海文化上海文化》》》》雜誌編輯雜誌編輯雜誌編輯雜誌編輯）））） 

項項項項    靜靜靜靜（（（（上海市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 

 

★★★★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 

日  期：2015年 11月 19日（四） 

時  間：下午 5：00～6：30 

地  點：上海市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 1101會議室 

召集人：金理 

出席者：陳思和、劉志榮、黃德海、項靜 

記  錄：鄭依梅（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生） 

議  程：1.確定遴選標準 

2.修訂初選書單 

3.擬定五部複選書單 

 

金理：首先，請容我簡單介紹一下此次活動。這個活動是由文訊雜誌社和台灣

國藝會合作組織的，名稱叫做「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今天的活動是

平台中的一個子項目，即「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這是一個評選活

動，主旨是聯合台灣、上海、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這六個地區來推介

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分配給我們上海的數量是兩部。選出的這 20 部小說將

被推廣和介紹。 

今天的議題首先是商量一下遴選規則，可以是根據作品的品質或者代表性等，

或者可以考慮向年輕人傾斜，推新人。現在看到的初選名單，是我請項靜通過上

海作協的備檔擬定的初選名單，可能有誤收或漏收的，等下大家再一起商定。還

有，我們今天不一定就直接進入投票，而是先縮小範圍。主辦方希望我們進行類

似的「五進二」程式，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先選出五部作品。 

陳思和：如果要按照最好的標準來評價，那王安憶就是沒有爭議的。 

金理：王安憶《天香》和金宇澄《繁花》推出去的話是沒有什麼爭議，但這次

再推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陳思和：這兩部書在台灣都有出版，我們現在再推一下，頂多是對出版有好處。 

金理：我諮詢過主辦方的意見，他們比較傾向於推新人的作品。 

劉志榮：遴選的三項原則應該結合起來，尤其是選五部作品的時候。首先要寫

得好，其次要在上海地區寫作，而且是大家認可的上海作品，第三是推薦新人。 



 

 

陳思和：我們不妨定一個規矩，就是在國內外得過大獎的作品，這次就不要再

推了。 

金理：對，《天香》和《繁花》要不選就都不要選，只挑一部會很為難。 

陳思和：那麼新、老的標準是什麼？五十歲是老？還是四十歲是老？這個標準

很難定。我們還是主要看作品，作品有一定知名度，就不推了。這次主要推有發

展潛力、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果已經被確定地位，獲得過全國性的獎項比如魯迅

獎、茅盾獎等，就沒有必要推了。《繁花》獲得過茅盾文學獎，《天香》獲得過紅

樓夢獎。 

劉志榮：這些作品是人人皆知的，但我覺得還是要三個標準結合起來。 

陳思和：你提出的第一個標準沒問題，第二個標準「在上海」需要討論。 

金理：這裡面除了蔡駿以外就沒有什麼類型小說，這個也可以討論。 

劉志榮：類型小說是特殊的形態，先不要放在裡面。 

陳思和：不要搞歧視，不要把「是不是類型小說」作為遴選的標準。偶然出個

好的類型小說也不必迴避。比如科幻小說，《三體》這樣的就不錯。 

劉志榮：好的類型小說也已經不是類型小說了。 

金理：那麼類型小說不必迴避。劉老師有沒有一些比較熟悉的實驗性小說？ 

劉志榮：我覺得初選名單漏了河西的《平妖傳》。 

項靜：對的，河西與走走還有其他幾位作家在文藝出版社出過一套小說，其中

就有《平妖傳》。 

金理：我們的初選名單還是主流的、純文學的。 

劉志榮：很多得過獎的作品，這次不推也可以。 

黃德海：我們這個標準是針對作品，不針對作家是嗎？ 

陳思和：對，不要針對人。 

項靜：我也覺得有特別高的聲望的作家作品再推的話，我們的工作意義就不

大。如果說要制定原則的話，我是覺得作家的寫作要和上海有關，畢竟這個獎是

以城市的名稱命名的。與此同時，作品要有闡釋的空間，有些作家是上海的作家，

作品也有與上海相關；但作品如果沒有闡釋的空間，也不用勉強。第二個是年齡

問題，應該推一些年輕的作家，他們需要更高的平台和更多的關注。 

金理：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則是，得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品暫時不推薦；除此以

外，以作品品質為主。我想講得直白一點，就是按照年齡來看，路內一代及以後

的作家可能是我們重點考慮的範圍。 

劉志榮：倒不用特別強調年齡。 

黃德海：我還有一個問題，王安憶老師的《天香》得過大獎，但《啟蒙時代》

沒有，推作者還是推作品的問題還是來了。 

陳思和：那就明確為，獲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家作品，我們都不推薦。比如王安

憶的文壇地位早已奠定，那麼這次活動她所有的作品我們都暫且不推。其實每個

地方的標準都會有所選擇。除此以外，以作品的品質為衡量標準，這個地方就是

評委們見仁見智。還有就是剛才項靜說的，要不要考慮地方特色？ 



 

 

劉志榮：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寫作的作家都可以。 

陳思和：以上海戶口為主？還是以上海作協成員為主？ 

黃德海：上海長居為主，不能用作協為限定。因為很多好作家沒有加入作協。 

陳思和：那戶口呢？ 

黃德海：有居住證的也應該算。現在上海作協收納會員的標準也放寬了。 

陳思和：如果有居住在國外的上海人，用中文寫作的算不算？ 

金理：我想是不算的。 

黃德海：以漢語寫作為標準，翻譯作品不算。 

金理：那麼我們的三條標準是：第一，得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品暫不推薦；第二，

按照藝術標準遴選；第三，作者長居上海。 

我們的第一個環節就到此結束。下面進入第二個議程──修訂書單。我們來看

一下初選名單，有什麼遺漏的地方？ 

劉志榮：我推薦河西《平妖傳》。 

黃德海：我推薦小白的《租界》。 

陳思和：先來篩選一下這裡的名單吧。把王安憶和金宇澄刪掉以後也沒剩多少

了。 

金理：我們來一個個過。 

項靜：孫未這三部《錢美麗》、《愛欲季》、《豪門季》是通俗的類型小說。 

黃德海：走走的作品品質還是蠻高的。 

金理：滕肖瀾已經獲得過魯迅獎了。 

劉志榮：七格有個長篇不錯。朱琺的《卡爾維諾與計劃生育》也可以加入備選

（黃德海提醒：這部沒有正式出版，自印）。竹林的《女巫》也不錯。 

陳思和：現在剩下的是：王小鷹《長街行》、王周生《生死遺忘》、路內《花街

往事》、走走《尋找尖銳派》（黃德海提醒：這本小說出版的時候，易名為《我快

要碎掉了》）、程永新《氣味》、程小瑩《女紅》、夏商《東岸紀事》、張怡微《細

民盛宴》、周嘉甯《密林中》。再加上小白、河西、朱琺三位。 

項靜：加上的三位肯定是小白的小說比較好，從各方面來看功力比較深。 

黃德海：小白影響比較大，《租界》寫得好。姚鄂梅有沒有新的長篇？書單裡

的《西門坡》設置的烏托邦比較簡單。 

項靜：程小瑩的《女紅》是非常好的寫上海生活的題材，但是感覺有一些遺憾，

沒有從青春敘事中完全走出來，影響了這部小說的深入。薛舒有一部非虛構《遠

去的人》，非虛構可能不合適劃入這個總題目。 

陳思和：王小鷹、王周生、程永新三位老師都不算新人，不推薦。 

金理：目前保留的是六位年輕作家的作品──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

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事》、張怡微《細民盛宴》、周嘉寧《密林中》、小白《租

界》。 

項靜：茅盾獎可以是三部曲參選的，我覺得我們也可以這麼做。路內的《花街

往事》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如三部曲之一的《少年巴比倫》，我們需要考慮一下推



 

 

選出去以後的效果。 

劉志榮：那要留三部曲嗎？看起來像是推了三部作品。《花街往事》從「文革」

一直寫到一九九○年代，有點結構的意識。我還是覺得河西的小說《平妖傳》可

以保留，寫得確實蠻好玩的。 

陳思和：我們的討論之後可能是會公布的，就算志榮你力推的小說最終沒能獲

獎，但是因為你力推了，這部小說還是會得到大家關注的。這個沒關係。下次討

論的時候大家都要看過這些小說再進行討論，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就好。 

金理：那現在就是七部小說了，是不是還需要再篩選到五部？ 

黃德海：我覺得張怡微的《細民盛宴》可以拿掉，首先，張怡微的書在台灣出

版較多，《細民盛宴》在這裡也不算特別強。 

陳思和：《平妖傳》我覺得也不要了，到時候志榮在發言中推薦一下就可以了。 

金理：好的。那麼，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

事》、周嘉甯《密林中》、小白《租界》，進入複選。 

黃德海：我想把我看過的先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花街往事》中，路內敘事

手段運用得非常好，小說分成了八個部分，每個部分寫作方式和手段都是不一樣

的。時間跨度很長，每段敘事節奏控制得很好，把握比較好。他在文革這一塊寫

得不算有特點，但是放在文革敘事裡也並不差。對九○年代以後的敘事，《花街

往事》在同類型作品中是比較突出的。《密林中》是一部成熟的小說，雖然視野

比較小，講述了一個喜歡文學生活的青年人，從論壇熱鬧非凡的時代走向一個文

學不受重視的時代，尋找自己出路，解析內心狀態的故事，寫得很真實，文學被

日常化了，我覺得很不錯。 

金理：小白的《租界》我沒看過，走走的其他作品我看過，這部《我快要碎掉

了》暫時還沒讀過。在這個情況下，我比較推薦路內和夏商。 

劉志榮：《花街往事》絲毫不遜色於同時段出版的《繁花》。德海覺得文革部分

寫得很一般，我倒是覺得有聲有色。中間寫改革開放初期、八○年代小城的氛圍，

非常有趣，很精彩。倒是九○年代部分的敘述，小說轉到個人視角，我感覺不是

太統一。但這是個放到任何時間和地方都不差的小說，可讀性和藝術性都很強。 

項靜：關於《花街往事》，我的想法和劉老師相近，的確很有可讀性。但我還

是更喜歡他寫九○年代的三部曲。 

金理：關於夏商的《東岸紀事》，我覺得這部作品有某種生生不息的力量，值

得推薦。 

陳思和：那大家把這些作品都讀一下，我們約個時間再討論。 

☆☆☆☆議決議決議決議決：：：：五部複選書單五部複選書單五部複選書單五部複選書單 

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事》、周嘉寧《密林

中》、小白《租界》。 

 

★★★★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 

日期：2015年 11月 27日（五） 



 

 

方式：電郵討論 

會議召集人：金理 

出席者：劉志榮、黃德海、項靜；陳思和因公務缺席會議，但給了選票 

議程：1.評點五部複選書單 

2.推出決選兩部 

 

劉志榮：綜合各項指標，此次評選我推薦路內的《花街往事》和小白的《租界》。

路內的小說《花街往事》在 2013 年出版時，曾給人驚喜之感。這是一部融合集

體記憶與個人記憶的作品，就描寫的切實可感來說，可能有許多實在的經驗作為

基礎。小說涉及「文革」、「八○年代」、「九○年代」幾個時期，採用了不同視角。

前兩部分，以近乎全知的視角描寫「文革」時代的瘋狂，以及八○年代開放初期

社會氣氛新變的跡象，視野開闊，表現從容舒展，語調興奮、不乏諷刺，卻均得

到了節制，頗有幾分大家氣象。尤為難得的是，七○後作家正面描寫「文革」年

代，卻也做到了有聲有色，與親歷者的表現相比不遑多讓，讓讀者對年輕一輩作

家理解和表現歷史有了更多期待。小說的第三部分，轉入個人的限制視角，描寫

一個略有身體缺陷的少年的成長經驗，似乎稍顯得逼仄、陰鬱了些，不像前面那

樣從容舒展、氣象開闊，在敘述和表現的統一性上，與前兩部分似乎也略有脫節。

但總的來說，《花街往事》無疑是一部成功之作，描寫範圍雖限制在一個小城，

卻讓讀者真切地體會到不同時代的氣氛，以及比較開闊的歷史視野，讓人對他的

寫作有了更多期待。 

小白的《租界》，發表於 2010 年，當時引起很大轟動，我倒是最近才仔細閱讀。

總的感受是：這並非是一篇簡單的表現三○年代上海租界生活眾生相的作品，而

有更大的關懷和抱負。小說的主要情節線索是一個假託革命的恐怖組織在上海租

界策動的一系列暴恐活動，兩個普通人被涉入這一事件，又由此牽涉出當時非常

複雜的各方面勢力對此各懷心思的研判和應對，初看起來似乎有點暢銷小說的骨

架，但小白扭轉了一下關注和描寫的重心，把視角轉到對個人心理以及社會心理

（尤其恐怖主義心理）和權力邏輯運作的觀察和解析上，表現也做到了不負眾

望，有聲有色之外有更多、更深的層次。就小說的主旨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

續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群魔》、康拉德《在西方的眼睛下》以及本土的張愛玲

《色，戒》的傳統，觀察和思考的深度尚可能不及，但將此一主題移入在地歷史

思考已屬難得，遑論其表現基本可算成功。 

在進入複審名單的作家作品之外，我個人覺得河西已出版的《平妖傳》第一部

《在妖怪家那邊》，其實也頗值得注意。這部小說借鑒了古小說同名作品的一些

要素，但將原本粗樸的情節，演繹、變形成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小說集魔幻、歷

史、諷喻於一爐，尤其他的神怪敘述有一種內在視角，表現出了一種栩栩如生的

魔幻想像力，與之前的魔幻作品相比，是非常難得的品質。作為本地具有一定探

索性的作家，應予鼓勵。此外，七格的《迷宮》、朱琺的《卡爾維諾與計劃生育》，

雖未正式出版，也值得注意。 



 

 

金理：夏商《東岸紀事》如清明上河圖般譜出上海浦東民間生活的畫卷。我尤

為欣賞小說的結尾，從老井中撈起一個鐵盒子，眾人皆以為是文物或寶物，也不

免讓讀者想起「所南心史」的古典──這些原型意象多少有種指向整體性、正統

性、原初世界的意味……但是小說中卻這樣寫鐵盒子中的刺繡圖重見天日後的遭

際：「和煦的陽光下，絲綢緞子正慢慢皺起，然後是細微的坍塌。……指頭觸及

之處，皆是破碎。」夏商寫這般的「破碎」與「風化」，決無戀舊或悲哀，卻是

一股果決的快意與「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生機。──這個細節，與小說涉及的浦

東發展的背景，以及反映的市井人物儘管身陷時代洪流的載浮載沉卻也強悍潑辣

的生存法則，有著隱秘的呼應。此外，在方言的運用方面該作也有新的探索。 

路內自出道以來就以長篇得心應手，在這個文體領域苦心經營多年。此前的「追

隨」三部曲已贏得研究界和讀者的交口稱譽。《花街往事》體現出作者追求新變

的勇氣，路內從此前的青春抒情中緩步走出，以花街一隅，書寫「文革」至一九

九○年代的社會變遷，時代的洶湧與人性的明暗，盡入眼底。 

周嘉寧是進入複選名單中最年輕的作家（她是中國大陸「八○後」寫作的代表

人物）。儘管我個人覺得與前面兩位相比還是有一定距離，但《密林中》顯示出

非常獨特的文學姿態。李健吾曾這樣評價《畫夢錄》：「人人全要傷感一次，好像

出天花，來得越早，去得越快，也越方便。這些年輕人把宇宙看得那樣小，人事

經得又那樣少，剛往成年一邁步，就覺得遺失了他們自來生命所珍貴的一切……」

我想移用來評價《密林中》，在邁過門檻之際寫當年一個文學女青年的成長史，

其間自也不乏「強說愁」，但這裡斷無矯情，也拒絕「後事之師」般的自以為是，

倒是有一股素面朝天的勇氣，恰如「出天花」般的爽脆。 

黃德海：在複選的五部書中，路內的《花街往事》分為八個部分，寫的是上個

世紀六○至九○年代一條街的種種變遷，每部分對應一個時代。作品關注社會動

盪，留心日常變革，而又能把這些關注非常準確地訴諸小說技藝，有活生生的人

物出入其間。尤為突出的是，《花街往事》的八個部分，有八個不同的敘事節奏，

每一部分的內容與節奏都結合得非常合理，有一種特殊的韻律感。 

小白的《租界》是現今中國（大陸）比較少見的一種文本，借助了通俗小說的

元素，卻把作者自己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對社會、政治、人性的特殊認識寫了進去，

用一種虛構的考古學方式重建了人們對上海的城市想像。 

周嘉寧的《密林中》，用乾淨準確的文字回顧了自己身經的文學生活，沒有嘲

笑，沒有諷刺，仔細地觀察著周圍的生活和人，看到他們的困頓和離散，也給予

體諒和理解，在荒涼的時代裡獨自尋找出路。 

夏商的《東岸紀事》寫上海浦東上世紀七○年代至八○年代末的往事，視野開

闊，筆墨濃重，刻畫了數個不同的人物，寫出了此地域的眾生百態，並由此勾勒

出獨特的上海景致。 

走走的《我快要碎掉了》關涉面較廣，涉及成長、家庭、婚姻以及小說寫作本

身，對這些問題各有其獨特的思索，卻以實驗性的文筆，收容在兩個人的故事裡，

並疏朗從容地寫了出來，文本構成上很有特點。 



 

 

在這五部作品中，《花街往事》視野與技術兼備，《租界》為當代中國（大陸）

的小說技藝提供了新的可能，故推薦此兩部作品入選。 

項靜：路內的《花街往事》，以及他更為重要的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

他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裡》），已經形成了具有辨識度的文體風格和生活世

界，《花街往事》以蘇南小城的一個家庭為焦點，敘述了從文革一直到八○年代

的社會變革和人生故事，場景宏闊，故事繁雜，作者敘事從容有度，人們在時代

裹挾下的被動無望，軟弱和跟隨的心態一一展現。 

路內具有較強的形式自覺，有意識地設置不同章節形式與內容的和諧同調，這

種處理可能會覺得生硬，但是文體自覺的表現。 

《花街往事》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這部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歷史和作家的

理解，以及作家的敘述方式都是開放性的。 

另外小白的《租界》我也比較喜歡，是一種特別智性的寫作，在上海租界為背

景的政治暗戰小說的幌子之下，是各種身世的男女的命運和虛實難辨的世界，節

制和冷靜的文風，細節有一種強迫症似的翔實感，展現出智性追求，是現在寫作

少有的一派，小白的作品有一種精緻而無限擴張的能力，這是非常具有發展空間

的品格。 

選票統計如下： 

陳思和：夏商《東岸紀事》、路內《花街往事》 

金理：路內《花街往事》、夏商《東岸紀事》 

劉志榮：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黃德海：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項靜：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議決議決議決議決：：：：兩部決選作品兩部決選作品兩部決選作品兩部決選作品 

路內《花街往事》共得 5 票，小白《租界》共得 3 票，夏商《東岸紀事》共得

2 票。決選作品：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