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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锋文学走过了三十年的曲折道路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ꎬ带着西学滋养盛大出场ꎬ又在强大的外力与自身

诟病中于九十年代初集体转型ꎬ陷于沉寂ꎮ 这些年来ꎬ他们坚持地下耕耘ꎬ探索突围与创新ꎬ终于在诺奖、鲁奖、茅奖里绽放ꎮ
这一历程昭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肌理:先锋文学经过山重水复的沉潜与磨砺ꎬ一旦将笔力转向脚下的大地ꎬ从精神内力的层

面发问、求索ꎬ与中国现实处境相结合所爆发出来的魅力、实力与影响力ꎬ是相当惊人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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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文学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诞生以来ꎬ一
直备受争议ꎮ 学界认为ꎬ在 ９０ 年代集体转型ꎬ走向

衰落ꎮ 就在回望与反思先锋文学三十年之时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９ 届茅盾文学奖出炉了ꎬ其中竟有两位当年的

先锋作家荣获奖项ꎬ他们是创作«江南三部曲»的格

非与«黄雀记»的苏童ꎮ 联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届鲁迅文

学奖ꎬ格非凭借«隐身衣»荣登榜首ꎬ２０１２ 年莫言荣

获诺贝尔文学奖ꎬ大圆国人文学之梦ꎬ由此话题产生

了逆转:先锋文学由沉寂转为绽放了ꎮ

一　 先锋的出场与转型

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派起始于 １９８５ 年前后ꎬ这一

时期ꎬ莫言、马原、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苏童、北
村等作家ꎬ先后发表了他们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重

要作品ꎬ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格非«褐色鸟群»、莫
言«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残雪 «山上的小

屋»、孙甘露«信使之函»、余华«四月三日事件»、
«河边的错误»、苏童«妻妾成群»等等ꎮ 到 ２０１５ 年

刚刚 ３０ 年ꎬ学术界策划了一场“先锋文学三十年”
的研讨活动ꎬ随着三奖———诺奖、鲁奖、茅奖的落地ꎬ
先锋文学 ３０ 年这一话题ꎬ便再一次成为提振文学的

时髦话题ꎮ 孟繁华«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纪念

先锋文学三十周年» [１] 认为ꎬ这些小说改变了中国

文学长久不变的“一体化”状况ꎬ重建了文学秩序ꎬ
“形式的意识形态”开始统治中国文坛(“统治”一词

使用得有些过量)ꎬ这一场具有“地震级”的文学潮

流ꎬ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写法ꎬ开启了小说写作的另一

种可能ꎬ重要的是ꎬ它改变了我们与文学的情感方式

和感受方式ꎬ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ꎮ 当

代文坛ꎬ是否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是大不一样的ꎮ
这波作家ꎬ他们大多是 ６０ 后ꎬ接受过良好的高

等教育ꎬ并且大都生活在南方ꎮ 而关注他们ꎬ给予文

学理论与流派命名的批评家们大多集中在北京ꎬ生
活在学院ꎬ像李劼、吴亮、陈晓明等ꎬ也许作家们未必

有强烈的分离与断代的自觉意识ꎬ也未必系统接受

过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营养ꎬ可能就是这波批评家们

的界定ꎬ使“先锋文学”被贴上了“后现代主义”标

签ꎮ 批评界的拔高极大地给予了这波初生牛犊创作

上的信心ꎬ施战军«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再

生»开篇就写下:“十年前的先锋ꎬ意味着对经典的

现实主义写作套式的反叛ꎬ同时ꎬ也意味着对技术主

义写作路数的权威性的建构ꎮ” [２] 相应提出了两个

关系ꎬ一个是先锋与现实主义的尴尬关系ꎬ一开始就

以反叛现实主义的姿态出场ꎬ后来似乎又遁入其中ꎮ
一个是与形式主义的关系ꎬ关于先锋与形式主义的

迷障问题ꎬ又相应引发一系列的追问与思考:如何理

解先锋派的现实感或现实意义? 先锋派的意义只是

形式主义实验的意义么? 先锋派的形式只是纯文学

的吗?



然而ꎬ大家知道ꎬ先锋文学似乎突然消失了ꎬ而
且还可以具体落实在某个时段某个强大的外力干

预ꎮ 何平从文学刊物这个文学活动的主体性存在角

度ꎬ把脉先锋在文学市场上的演变ꎬ指出先锋文学大

约在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左右ꎬ“季节在一夜间 /彻底转变”
(王家新诗句)ꎬ呈“断崖式的强制性中断”ꎬ很容易

让我们产生一种“被一种启蒙运动受挫的悲情所暗

示和劫持” [３] 的感觉ꎬ以致后来各大刊物试图通过

“重塑 ７０ 后”以及“８０ 后”的“独立写作”ꎬ其目的无

外乎是重整文学创新与生机ꎬ结果发现ꎬ先锋文学的

“先锋姿态”ꎬ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犹如“一根刺” (韩

东语)ꎬ这个隐喻源于对一个潜伏着的假想体制的

压抑和反抗ꎬ也就是说ꎬ没有相对的文学秩序的腐

朽ꎬ就没有这“精神贵族”的超拔与索离ꎮ
通过对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集体转型及其困境进行分析ꎬ我们发现ꎬ先锋文学作

为一种文学思潮ꎬ能够浩荡地迅速开始ꎬ却在 １９９０
年后ꎬ不再坚持最初的写作ꎬ出现了集体转向ꎬ大致

有两种:一是转向更加偏执的“个人化写作”ꎬ推崇

私人性话语ꎻ二是拆解了之前的庄严叙事风格ꎬ改掉

绝望无奈的悲情ꎬ代之以充满希望与欲望的喜剧书

写ꎮ 其原因大致如下[４]:
第一ꎬ与接受主体距离太大ꎮ 中国的读者ꎬ紧贴

生存与现实ꎬ是不关心艺术探索与革新的ꎬ如何将艺

术探索与现实发问熨帖在一个合适的层面ꎬ便自然

成为先锋的使命所在ꎮ
第二ꎬ商业化的影响ꎮ 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文

化ꎬ读图时代ꎬ网络文学的挤压ꎬ先锋文学如何在夹

缝中凤凰涅槃ꎬ成为先锋突围的一个方向ꎮ
第三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ꎮ 他们深刻地探索人

性的真相ꎬ结果发现ꎬ人性的内核是虚无ꎬ人生的结

局是悲凉ꎬ直抵人性的黑暗与灰色地带ꎬ容易引起社

会的精神恐慌ꎮ
陈晓明通过辩析与反思先锋文学 ３０ 年ꎬ将转型

的原因归结为 ９０ 年代这个特定时代ꎮ 他提出ꎬ９０
年代的中国如此特殊ꎬ以至于它本身就是混乱、解
体、变异、转型和重构的时期ꎮ 相比之下ꎬ８０ 年代左

右是对峙的ꎬ历史方向感很清晰ꎬ其终结也干脆利

落ꎬ但 ９０ 年代没有方向ꎬ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ꎬ没有

现实感ꎬ没有确定性ꎮ 别说先锋派ꎬ９０ 年代本身就

是个旧有的一切消逝的时代ꎬ连 ８０ 年代的遗产也必

然消逝ꎬ从而得出结论:先锋派在 ９０ 年代消逝ꎬ不是

先锋派水土不服ꎬ也不是中国曾经的先锋派势利或

无能ꎬ而是 ９０ 年代本身是如此的特殊ꎬ它没有存在

的根基ꎮ 先锋派的终结是历史性的ꎬ也是世界性的ꎬ

它确实是 ２０ 世纪的独特现象ꎮ 应该说ꎬ这种反思立

足于特定的一个时代ꎬ属于一个独特的发现ꎮ 文章

的结尾虽然是例行公事ꎬ但值得揣测ꎬ他说:“三十

年的时间已经耗尽了先锋派当年的锐气和意义ꎬ但
是文学还在继续ꎬ今天的中国文学可能又面临一场

变革的机遇ꎬ这个时代的先锋或许更值得期待ꎮ” [５]

话语里包含着某种希冀ꎬ先锋也真如他所愿ꎬ期待

实现ꎮ
话说回来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先锋集体解散、转

型ꎮ 余华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似乎才浴火

重生ꎬ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先锋走向了现实主义与

底层写作ꎬ被强大的现实主义所收容ꎬ似乎才有出

路ꎮ 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到ꎬ对技术的探索与对现实

关系的兴趣、与实实在在的生命意识相握ꎬ是先锋文

学自身发展到一定地步的一个调整与成熟ꎮ 单面性

的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律条与单面性的超越技术主

义ꎬ在 ８０ 年代中期与 ９０ 年代前期已经宣告完场ꎬ他
们未来的道路ꎬ自然不是为技术而技术ꎬ先锋文学的

归途必然是通向精神的探秘ꎬ在“由技返道”的中

途ꎬ能够保持文学向现实发问的意识与能力ꎬ才能破

茧成蝶ꎮ

二　 先锋的特点与突围

一讲到“先锋”这个概念ꎬ自然与法国作家欧

仁尤奈斯库所论述的先锋派概念相似ꎬ是指“艺
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现象”ꎬ是一种前风格ꎬ是先

知ꎬ是一种变化的方向ꎮ 在先锋作家的创作谈和系

列言论里ꎬ我们常常会发现一长串外国榜样作家的

名字:博尔赫斯、卡夫卡、杜拉斯、卡尔维诺、马尔克

斯等等ꎬ似乎中国先锋技术与精神的舶来性品质铁

证如山ꎬ认为“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

式的狂热ꎬ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

广泛的现代性概念ꎮ” [６] 格非的所有创作ꎬ都与这个

乌托邦有关ꎬ«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花家舍ꎬ一方

面努力建构与寻找ꎬ另一方面又直面它“无可奈何

花落去ꎬ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过程ꎬ轰隆隆大厦将倾

的意味ꎮ 牙科医生的余华每天面临的都是“啊”
张大的烂嘴巴ꎬ可能他的办公室在高楼ꎬ坐的又是临

窗ꎬ扭头看到作家在街头自由穿梭ꎬ就弃医从文了ꎬ
他坦言他的创作直接受西方当代作家博尔赫斯等的

影响ꎮ 这也是 ８０ 年代打开国门ꎬ实行改革开放ꎬ西
学东渐的自然结果ꎮ 这波作家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高

等学院教育与西方文化熏陶ꎬ表现出与西方接轨的

一种努力与渴望ꎮ 我们太落后了ꎬ把自己深厚的文

化底蕴糟蹋得一塌糊涂了ꎬ直到近些年来ꎬ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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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的提升ꎬ民族的强大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才越来越得到足够的重视ꎮ 先锋作家们也感应到

“拿来主义”之后ꎬ自然要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做一

些贡献ꎬ在创新冲动的驱使下ꎬ先锋作家笔下的中国

特色是越来越明显ꎮ 这也正好印证了张清华关于先

锋文学的回答:先锋文学不是舶来品ꎬ它“源于文革

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ꎬ“在当代中国首先

是本土性的范畴”ꎬ并且“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紧张

的处境之中诞生的” [７]ꎮ 通过对这波作家的代表性

文本的阅读ꎬ可以感受到先锋文学思潮的总体特点:
第一ꎬ叙事方面更侧重于“怎么说”ꎮ 由“说什

么”转移到“怎么说”ꎬ形式主义倾向是其第一表征ꎮ
苏童«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

叙事风格和节奏ꎬ故事并不复杂ꎬ就是一桩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ꎬ分为 ３ 章:保润的春

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ꎬ３ 章的标题暗示了 ３
个不同的叙事视角ꎬ寓言式的写法ꎬ唯独却没有冬

天ꎮ 井庭医院、水塔、绳子、丢魂、找魂等意象密集ꎬ
意味深长ꎮ

第二ꎬ语言上反讽手法的普遍使用ꎮ “反讽”是
语言与语言、语言与意义ꎬ意义与本义之间可能出现

的各种脱节与矛盾现象ꎬ格非«山河入梦»开篇写

道:“谭功达神情阴郁ꎬ心事重重ꎮ 他的膝盖上摊着

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ꎬ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行政区

规划图ꎮ 他不时地用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

点ꎮ”可谓庄严之极ꎬ一个政治英雄形象脱颖而出ꎮ
接下来写道:“地图下面ꎬ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

车的颠簸ꎬ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ꎮ”便是欲望化

的书写ꎬ这一反差交织ꎬ便产生了明辨的反讽效果ꎬ
而作家自己努力克制ꎬ不露半点神情ꎮ

第三ꎬ中国特色明显化ꎮ 先锋的“中国含量”ꎬ
先锋的“江南因素”ꎬ越来越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与重

视ꎮ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ꎬ沉潜求索ꎬ到 ２０１１ 年终于

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社会内在精神的演变轨迹ꎮ 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ꎬ他说他是

按历史的线索进行的规整性写作ꎬ有意识地延续

«史记»传统ꎮ 莫言获诺奖的授奖词里有“让人想起

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ꎬ他自己是不

认同的ꎬ在«也谈鬼怪妖魔»里也坦言ꎬ他是向老祖

宗蒲松龄学习ꎬ做一个捋着白须ꎬ油灯下讲故事的

人ꎮ 因为模仿不等于创新ꎬ模仿不可能走向世界ꎬ莫
言自有他的特色ꎬ而且就是中国特色ꎮ

第四ꎬ主体意识方面ꎬ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创作与

设计ꎮ 金宇澄«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说ꎬ人物的行

走ꎬ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ꎮ 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ꎬ
６０ 年代的少年旧梦ꎬ辐射广泛ꎬ处处人间烟火的斑

斓记忆ꎻ９０ 年代的声色犬马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

席ꎬ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ꎬ传奇迭生ꎬ延伸了

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ꎬ单单没有

轰轰烈烈的 ８０ 年代ꎮ 如何理解呢? 也许“江南语

态ꎬ优雅野心”、“古典笔意ꎬ内里先锋”、“繁花落尽ꎬ
底色苍凉” [８]具有一定的概括性ꎮ

中国的先锋在 ８０ 年代中后期跻身文坛ꎬ在 ９０
年代初渐渐隐匿ꎬ随后是沉寂、修炼还是转型呢? 先

锋不见容于社会ꎬ也不见容于他们的艺术同行ꎬ只有

很好地实现转型ꎬ才有可能突围与复活ꎮ 可是ꎬ如何

突围呢?
(一)突围应朝向包容性ꎬ学会在通俗文学、网

络文学、大众文学的夹缝中生存ꎮ 二十世纪八九十

年代ꎬ先锋文学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冲开一角ꎬ后来差

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ꎮ 然而ꎬ从文

化结构还是文学结构上ꎬ先锋文学所代表的是精英

和核心的部分ꎬ他们所保持的探索精神与自由精神ꎬ
正是当下“中国梦”里创新资源的文化保障ꎬ作为遗

产的先锋给出了突围的榜样ꎬ那么作为精神的先锋ꎬ
理应继续在夹缝中前行ꎬ挺住就意味着一切ꎮ

(二)突围应体现社会性ꎮ 从先锋走向故事ꎬ回
归民族精神ꎬ从以往的自恋朝着社会、民族、历史方

向发展ꎬ先锋作家大胆地对创作内容进行开拓ꎬ在充

分吸收西方营养之后ꎬ向着本土化发展ꎬ借着历史的

碎片ꎬ拾起对现代主义的执着ꎬ在物质经济日益迅猛

发展、精神情操却日渐缺失的今天ꎬ寻找精神的寄托

与心灵的真相ꎬ这无疑是先锋文学在内容上向更深

层次进行探索ꎬ进行追问的重要表现ꎮ
(三)突围应坚持创新ꎮ 李佩甫的«生命册»是

坚定的现实主义路子ꎬ个人命运的流转与时代大潮

相起伏ꎬ尤其是知识分子完成的身份转变与思索ꎬ成
为本书的厚重与精彩ꎬ代表着乡土文学的最佳成就ꎮ
而先锋ꎬ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ꎬ他们能够发现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ꎬ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又在哪里ꎮ
余华«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里谈到:“他们著书ꎬ
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ꎬ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

思维ꎮ” [９] 由于人类感觉的有限、智力的有限以及生

命本身的有限令人辛酸与悲哀ꎬ于是ꎬ衍生出怀疑与

对思维的锻炼ꎮ 先锋文学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的探索

与命运的怀疑精神ꎬ那么文学要创新ꎬ还得回到先锋

这里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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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锋的绽放与未来

铁凝在第 ９ 届茅盾文学奖致辞时说ꎬ这 ５ 部作

品没有辜负珍贵的信任ꎬ每一部都如同一盏明亮的

灯ꎬ照亮了这边风景ꎬ每一部都凝聚着作家深厚的体

验与精湛的功力ꎬ在漫长的时光、寂寞的劳作中淬炼

而成ꎬ他们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精神空间ꎬ标记着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ꎮ
这些作家是皓首穷经ꎬ甘于寂寞ꎬ耐心淬炼ꎬ终将一

头花白换得这至高的荣誉ꎮ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ꎬ１７ 年的创作历程ꎬ本意

是致敬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和司马迁“明是非、正
人心、淳风俗”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ꎬ我们要追问

的是ꎬ这样“古朴有余”的写作还是先锋吗? 是不是

对当年专注于小说形式和文笔的反思与逆转呢? 通

过阅读发现ꎬ他对历史的书写姿态并不能简单地比

附“究天人之际ꎬ通古今之变”的史传经验ꎬ他也无

意于显现我们熟悉的家族三代接力式的历史壮阔ꎬ
相反ꎬ叙写之间活跃着对“桃花源”、“花家舍”、“乌
托邦”的反讽与解构ꎬ人物的使命与命运之间也呈

分裂与反差的路径分布ꎬ路侃疯癫走失ꎬ王观澄不得

好死ꎬ张季元情欲纷扬ꎬ陆秀米装疯失语ꎬ展示出这

群整日沉湎于桃花虚境的知识分子可笑又可怜的图

谱ꎮ 夏烈专门用解构主义的两个概念“反讽”和“延
异” [１０]来指涉“江南三部曲”的历史意识与精神世

界ꎬ有以下 ４ 个场景与细节可以佐证:第一ꎬ«桃源

图»是为赝品的注脚ꎮ 第二ꎬ“花家舍”经过王官城

２０ 年的经营沦为无法控制的江湖土匪窝ꎮ 第三ꎬ秀
米的乌托邦实践同样沦为悲凉而惨败ꎮ 第四ꎬ人物

婚姻的下嫁繁衍ꎮ 这些都是对历史中被美化的“乌
托邦￣桃源”解构所做的解剖与厘清ꎬ格非直接面对

知识分子本身的先天不足ꎬ比如迂阔、隔膜、偏执以

及后天破损的镜像ꎬ在充满反讽与隐喻的叙事中ꎬ历
史被解构了ꎬ人物被解构了ꎬ庄严起来的ꎬ是对传统

历史轨迹的怀疑和警觉ꎬ是对知识分子心史的解剖

与自省ꎮ
«黄雀记»是一部标准的现代小说ꎬ很多意象具

有强烈的象征意味ꎬ值得揣摩ꎮ 作为苏童一生的写

作地图“香椿树街”ꎬ在«黄雀记»里增加了时间维

度ꎬ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ꎬ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

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ꎬ这一强大的历

史潮流渗透到了香椿树街ꎮ 保润的父母将无病的祖

父送入精神病院ꎬ为的是把房间腾出来租给别人ꎬ柳
生家靠卖猪肉而发家致富ꎬ马戏团也风风火火了一

阵ꎮ 尤其是“掘金事件”与祖父“丢魂”、“寻魂”的

闹剧ꎬ影射出混沌不明的市侩乱象与利欲熏心的精

神变态ꎮ 而保润的“绳子”绝活不但不能捆缚世俗

异己ꎬ反而成了自己获罪入狱的帮凶ꎮ “施洗之河”
与“善人桥”上仙女得到救赎了吗? 不知所终ꎮ “保
润的春天”里ꎬ“这个季节充满着圈套ꎬ所有圈套都

是欲望编成的”ꎬ十年牢狱ꎬ时间还是锁定在内心的

青春混沌时期ꎬ没有成长ꎬ没有变化ꎬ只有纠葛ꎬ只有

欲望的流动与演变ꎬ以致与仙女“跳小拉”成为了他

年少爱情的浪漫寄寓和青春时光的精神绝响ꎬ最后

以毁人自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青春的祭奠ꎮ 柳生也

是一样ꎬ水塔事件之后ꎬ他一直生活在灾难包围之

中ꎬ虽然发家致富了ꎬ犯罪的青春往事一直潜藏在心

狱ꎬ直到仙女以白小姐的身份回来ꎬ才发现自己一直

生活在快乐的假相中ꎬ真相则是连绵不绝的阴影ꎬ然
而ꎬ长期的赎罪也没能躲得过命定的报应惩罚ꎮ 小

说围绕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中心人物构建出了复杂

的三角关系ꎬ从最初的注视到互为羞耻ꎬ到最后互为

地狱的存在ꎬ相互折磨ꎬ相互限制ꎬ无法超越与摆脱ꎬ
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ꎮ “怒婴”的问世ꎬ带着

三角关系中无尽的羞耻与罪感ꎬ控诉着异化的人伦

与变态的世相ꎮ
先锋文学实践不仅为文学的向内转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文本形式ꎬ同时也使文本自身体现出形式的

意义ꎮ 先锋文本一方面为文学的纯粹性确立了标准

性的叙事方法和手段ꎬ另一方面也建立起维护文学

纯粹性的精神传统ꎮ “先锋散落后的精神碎片” [１１]

昭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肌理:技术主义的历练ꎬ经过

山重水复的沉潜与磨砺ꎬ一旦将笔力转向脚下的大

地ꎬ从精神内力的层面发问、求索ꎬ与中国现实处境

相结合所爆发出来的魅力、实力与影响力ꎬ是相当惊

人的ꎮ
是先锋让我们更加明白ꎬ文学毕竟是文学ꎬ而不

是现实ꎬ就得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与探索的自由

空间ꎮ 文学是表现ꎬ而不是再现ꎮ 那里已经有一个

现实ꎬ这里再来一个现实ꎬ那要这个现实干什么?!
文学可以走得远一点ꎬ与现实保持一种超拔的关系ꎮ
不过ꎬ开始时先锋离大众也太远了一点ꎬ当然也被接

受大众所疏离ꎮ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ꎬ可能如叔本华

的比喻ꎬ两只刺猬在冬天里抱团取暖ꎬ近了ꎬ扎着自

己也扎着对方了ꎬ远了呢ꎬ又寒冷寂寞难耐ꎬ只有不

断调适着彼此的距离ꎬ才能适宜无伤的相处相存ꎮ
这个道理ꎬ对于个性独异的人与人之间是如此ꎬ对于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面对先锋的大满贯ꎬ我想不要忘记他们这么多

年的沉寂与沉潜ꎮ 原来ꎬ他们并没有解体ꎬ没有消

逝ꎬ没有终结ꎬ正如“树的理论”ꎬ我们没有看到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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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ꎬ开花与结果ꎬ不是它不作为ꎬ或移情别恋ꎬ而是

扎根地下ꎬ深入黑暗ꎬ往地底下生长哩! 然后才有后

来的满树金华ꎮ 面对未来ꎬ我想要表达的是ꎬ当人们

指指点点ꎬ众说纷纭的时候ꎬ优秀的作家始终坚持用

作品来说话ꎮ 而且ꎬ先锋文学本身是面向未来的文

学ꎬ当今又是一个转型与变革的时代ꎬ强调创新的时

代呼声更加渴盼先锋参与唱和ꎬ先锋作家们也正值

半百年华ꎬ对于创作来说ꎬ刚刚走向成熟ꎬ我们有更

充足的理由期待文学变革的使命再一次需要先锋来

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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