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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十年》

评委点评：
《梁 庄 十 年》 是

梁鸿故乡系列写作的

最新一本，这本书记

述了包括她自己在内

诸 多 中 远 走 他 乡 的

人，再次陷入故乡的

故事。义生在梁庄修

建了被当作景点参观

的四层别墅，清辉借

给奶奶举办葬礼的机

会在自家宅基地盖了

两层小楼，栓子回村担起了村支书担子，

梁安在故乡治愈了抑郁症⋯⋯单单用“富

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是无法解释梁庄

人回乡动机的，在由新楼房与旧房屋一起

构成的这个村庄内部，还运转着始终不曾

被外界变化所打破的情感逻辑，那是属于

整个村庄人的甜蜜秘密。梁鸿在寻找梁庄

的新表现形式方面，找到了一个无可取代

的角度——重新成为梁庄的女儿。这种坚

定的姿态，也决定了梁鸿所讲述的乡村，

不再那么飘摇。作为作者，梁鸿已经成为

梁庄最厚重的注脚之一。

《应知故乡事——返乡者
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

评委点评：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维的这

句诗，在故乡与远行者之间的距离愈加被

拉大的今天，具备了特殊的意味，重新返回

故乡、认识和发现故乡，不但成为文化人，

也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一种文化自觉。

《应 知 故 乡 事 —— 返

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

图景》 这本书所收录

的文章，来自民间各

行各业的写作者，有

媒 体 人 、 高 校 教 师、

大学生、工人、农民

等，从各个视角反映

了中国当代乡村的面

貌，揭示了故乡之美

和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一本以

非虚构的方式写故乡事、抒故乡情的作品

集。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次面向故乡的

集体写作运动的成果。

《河边生起炊烟》

评委点评：
傅 菲 这 几 年 的

散文创作一直围绕

着自己的家乡，怀

着要写出生养自己

的 村 庄 的 “ 百 年

史”的大理想，竭

力要为故乡留下文

字的素描。傅菲的

这部作品，旨在回

望 故 乡 ， 深 入 现

实，谱写乡野小人

物的心灵史。顺畅

的叙述中常有情感漩涡的回旋，平静中国

不乏惨烈也不乏温情。作为一名每日流连

于故土的行走者与观察者，作者沉浸在故

乡的草木世界与人情世故当中。本书大部

分 篇 章 都 是 “ 多 线 叙 述 、 多 人 物 结 构 ”

的扇面式写作，从而摆脱了传统叙事的单

调、抒情散文的虚空，勾勒出大时空下乡

村人物命运的悲欢。

《母亲已比我年轻》

评委点评：
父 母 在 ， 孩 子

无论走多远都还有

故乡，而当父母逝

去，孩子才可能有

勇 气 书 写 故 乡——

这是多数从事“故

乡 写 作 ”的 作 家 的

共 识 ，媒 体 人 徐 汉

雄能够有勇气提起

笔，在《母亲已比我

年轻》这本书当中，

真诚地面对父母与自身，平静地展示伤口

与泪痕，非常难得。纾解内心困境大概是作

者的写作动机，寻求共鸣则是他获取情感

力量的初衷，而留下一份有关亲情与故乡

的文本，供同龄人与年轻人阅读，则是所

有从事“故乡写作”之人的共同愿望。

《百年家国：唐家故事》

评委点评：
这是首次公开的广西灌阳唐家百年传

奇故事，作者借此回望一段与中国近代史

密切相关的家族命运。唐景崧中法战争请

缨 作 战 ， 甲 午 保

台 孤 臣 泣 血 ； 唐

镜 澄 随 唐 景 崧 抗

法 、 保 台 ， 而 后

涉 入 戊 戌 变 法 、

辛 亥 革 命 ； 唐 超

寰 参 加 北 伐 与 南

宁 保 卫 战 ， 1949
年 助 力 南 宁 解

放 ； 唐 现 之 师 承

陶 行 知 ， 筹 办 广

西师范大学前身。追溯他们的人生轨迹，

串连起一部荡气回肠的家族史。对作者来

讲，这一次写作也是他精神上的回乡。

《武 康 路 113 号 —— 走 进
巴金的家》

评委点评：
本 书 以 位 于 上

海 武 康 路 113 号 的

巴金故居为讲述对

象，以简洁而生动

的语言，精美而细

腻的图片，直观清

晰地呈现巴金的文

学 成 就 与 生 平 事

迹。尤其是他背后

的家庭生活与妻子

萧珊的相关文字，让这本书拥有温度与烟

火气。读者漫步其间，如与巴金晤面畅谈

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 亦 可 以 探 究 《家》

《寒夜》《随想录》 成书的精神源头。

《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
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评委点评：
作 者 通 过 驻 村 调

研考察，挖掘潜藏于

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

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

机制，以大量的第一

手材料为依据，抽丝

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

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

嬗变。此书聚焦家庭

领域的具体现象，如

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

之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剖析相互间

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流变的家庭既是

社会从传统至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其发

展变迁的见证。

《大均衡：进城与返乡的
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

评委点评：
在本书中，作者围

绕 当 代 农 民 愿 否 返 乡 、

能否返乡以及如何返乡

这 一 紧 迫 的 社 会 课 题 ，

展开了全方位的历史判

断和制度性思考。作者

还对“进城与返乡”这

一 历 史 命 题 加 以 延 伸 ，

对 中 国 当 前 社 会 的 土 地 制 度 、 城 市 化 路

径、贫富差距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立体

而深入的田野观察与学术解读。

《世间味道》

评委点评：
《世 间 味 道》 装

载着作者浓密得无法

排解的乡愁。因为浓

密 ， 每 遇 见 一 个 读

者 ， 这 本 书 就 “ 匀 ”

一些给人家。慢慢地

匀 仿 如 慢 慢 地 诉 说 ，

这才让这份愁有了娓

娓道来的亲和力。跟

着肖于的笔触，尝过

酸甜辣咸种种味道的同时，仿佛到东北遛

了一趟，亲眼目睹东北小城里许多人家的

命运波折。此书读后颇感厚重的另一缘由

是，在梳理美食、勾勒人心之后，还有对

地域性情的挖掘。

《肥梦》

评委点评：
以“富拉尔基”为

基点，小说家阿郎用 5
部 中 篇 小 说 ，写 下 了

发 生 在 他 故 乡 的 故

事。书里有隐忍、暴烈

的人物，有坚韧、强大

的生存姿态，有痛楚、

撕裂的家庭伤痕⋯⋯

作者以不动声色的笔

触 ，将 自 己 置 身 于 故

事之中，以冷静的旁观者角色，对往事碎片

进行了回忆、拼接、展示。通过这本书，读者

可以从中看到他人的故乡，也可以想起自

己的故乡，从书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想到

一代代远走他乡之人的共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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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文并摄

2021 年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视 剧《觉 醒

年代》掀起现象级热潮。不久前，在这部剧

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作的同名长篇历史

小说《觉醒年代》出版。

作为《觉醒年代》剧集的编剧与小说的

作者，龙平平笑言，这部剧的播出让他学会

了“催更 ”“YYDS”等网络流行词，更惊喜

于“陈延年、陈乔年成了青年的朋友”。实际

上，这部剧播出前，他有点“犯迷糊”，不知

道年轻人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

龙平平说：“很多最时髦的东西发生在

中国年轻人身上。究竟年轻人需要什么？我

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清晰的判断，所以也没

有迎合年轻人。但是我知道，如果年轻人不

喜欢这个作品，就是失败。”

除了《觉醒年代》，龙平平还曾参与《我

们的法兰西岁月》的创作，担任电视剧《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影《邓小平》等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编剧。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剧，作品也不多，

但是每一部剧我都是真的上心。”龙平平表

示，他一定会像创作《觉醒年代》一样，去做

下一部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觉醒年代》书籍的创
作，和电视剧文本有何区别？

龙平平：电视剧、小说这两种题材，是

通过人物语言的交流讲故事。小说还要有

背景的交代，特别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

述。我剧本写出来的时候，大概 50 万字，因

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好多也没拍，现在这

个小说大约 80 万字。

《觉醒年代》这个项目从 2015 年就开

始了。2021 年年初电视剧播完后，5 月份我

就开始琢磨出书的事情，七八月的时候，我

有两个月时间都在干这个事儿。工作量很

大，“十一”前后完成了各种审查手续。中国

作协副主席闫晶明带了文学界的大家，包

括《人民文学》的总编辑，提了很多修改意

见。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和安徽人民出版社

的编辑们一起打磨了一遍，到 12 月中旬正

式出版。

作为编剧我有责任，如果我天天去参

加活动，没有定力的话，很难出精品。我不

能被别的东西“绑架”。像我这个年纪、这样

的身份，我没有理由不去干自己能干的事

情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够 出 精 品 。我 之 前 获 奖

（华鼎奖——记者注）时还说，我是半路出

家的编剧，作品也不多，但是每一部剧我都

是真的上心，比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我花了 4 年多的时间。

我能不能够再写出像《觉醒年代》这样

的作品，或者比它更好的作品？我不能说，

但是我想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关注度，那是

社会能不能承认的事儿，但是我自己一定

要像做《觉醒年代》一样去做下一部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说电视剧是文艺
作品，要反映历史，但又不是复制历史。你
怎么平衡写实和虚构的关系？

龙平平：复制历史是痴人说梦，是典型

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是讲历史的规

律，通过历史的事实来展现整个历史发展规

律。历史不能复制，但是历史可以通过客观

的记载反映真实性，通过这些记载去反映你

对这段历史认识的观点。文艺作品说到底还

是研究者本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文艺作品怎么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不

光要做到历史真实，还要做到艺术真实，仅

仅靠历史真实是不够的。比如，陈乔年二十

几岁就牺牲了，没有多少人去记载他的生

活轨迹 。100 年后我们去反映他从一个无

政府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的奋斗过程，

没有第一手材料，只能通过在大历史范围

内搜索，把他放到大的历史事件里面考察，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去做艺术加工，去合

理推测、研究和想象，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

真实相结合。

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根据资料，有自

己合理的逻辑判断、叙述。文艺作品加固故

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但不能仅仅局限于

现有的资料。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源

于历史资料而高于历史资料。

中青报·中青网：如何把历史书上的人
物写得鲜活、生动？

龙平平：《觉醒年代》把原来课本里边

那些概念化的人物变成了鲜活的人，变成

了能够和当代人进行面对面沟通的人物。

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党史，也因此有了感

性的认识。

我在写《觉醒年代》的时候，就突出了

“思想性”。什么叫思想性？一部电视剧、一

部小说要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品表达

的是你自己的历史观，表达你对历史和人

物的看法，在有根据的史料基础上进行艺

术加工。

要展现 100 年前像毛泽东、李大钊这

些先进分子的思想，就要从他们的一些文

章著作当中进行提炼、概括和升华，不能完

全照搬，否则那就和看教材一样了。要把他

们变成鲜活的人物形象，放到一个特殊的

环境中去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我们看到以往关于建
党题材的红色影视作品，大多以“一大”为
叙事中心。而《觉醒年代》讲了 1915 年到
1921 年这 6 年间“从红楼到红船”的历史，
为什么想用电视剧展现这6年？

龙 平 平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建 立 ，标 志 是

1921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影

视作品讲建党，围绕“一大”来讲没有错，但

是不全面，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

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

建 立 最 显 著 的 标 志 是“ 南 陈 北 李 相 约 建

党”，但这样一个过程，现在的年轻人，包括

好多我们党的干部，甚至一些党史工作者

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普及党

史知识、用党史教育青年这方面的局限。而

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几乎没有反映这一段

历史，这是不应该的。

一个百年大党，用 100 年的时间，把一

个极贫极弱、一摊散沙、没有人权国权而言

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变成了一个充满着生

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人

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奇

迹是怎么产生的？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

先驱，他们的选择、奋斗和牺牲，跟我们今

天青年的幸福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

一个党史工作者、一个影视剧的编剧，我觉

得有这个责任，用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把

这些内容展现出来。

《觉醒年代》写的这 6 年，写的是中国

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一

个过渡期，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封建走

向民主的过渡。这 6 年太重要了，我们今

天现代文明都可以从那 6 年里去找到终极

源头。

中青报·中青网：《觉醒年代》播出后迅
速成为爆款，在你看来，《觉醒年代》做对了
哪些事？

龙平平：《觉醒年代》样片拍出来后，很

多人看了，都很称赞，但是也有很多人跟我

说这个思想性太强了，离我们太远了，恐怕

年轻人很难接受。播出前我犯迷糊，我 60
多岁了，我也不知道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想

的？现在中国很多最时髦的东西发生在年

轻人身上，但究竟年轻人需要什么？我在写

作的时候没有清晰的判断，所以也没有迎

合年轻人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如果年轻人

不喜欢，这个作品就是失败。

通过《觉醒年代》我受了一个非常大的

教育：真是低估了当代青年的政治鉴别力和

艺术鉴赏力。《觉醒年代》在播出时被年轻人

不断“催更”，那些留言比我写的内容更感人。

年轻人用他们的网络语言，例如“YYDS”“安

利”“破防”等，向 100年前年轻的革命先烈表

达强烈的英雄崇拜。清明节时，在龙华革命

烈士陵园，烈士墓碑前堆满了鲜花。

为什么 《觉醒年代》 能够引起青年的

关注？

首先，当代青年需要这样的历史知识，

需要了解我们的今天是怎么来的？《觉醒年

代》把 100 年前的 90 后、00 后跟今天的 90
后、00 后进行了沟通。

其次，我们几千年文明的传统、英雄崇

拜深深植根于当代青年的心中，抹不掉，这

就叫正能量。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关头，冲

在最前面的还是青年人。比如这次疫情，有

一大批充满社会正能量的青年在最前面逆

行 ，这 跟 100 年 前

那 些 英 雄 是 一 样

的 。青 年 常 说

“YYDS”—— 永 远

的 神 ，“ 神 ”反 映 的

就 是 伟 大 的 建 党

精 神 ，这 精 神 就 得

靠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年轻人传承下去。

龙平平：像创作《觉醒年代》一样，去写下一部作品

□ 冯雪梅

我在找《无法企及》，多年前出版的爱

尔兰作家班维尔的小说。已经不记得第一

次和他邂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我的书架

上有不少他的书。

上一次“相见”是读《桦树庄园》和《裹

尸布》。通常，一个喜欢的作者，我会接连读

他（她）的几本书，就像你偶遇一个有趣的

人，告别时有些依依不舍，想要多见他（她）

几面。你所看到的他们的第一本，会吸引着

你去找第二本、第三本⋯⋯对于一些藏书

癖患者，恐怕要收全了才罢手。

每一次阅读，都是和作者的一次聊天，

深入程度取决于读者——作家当然有权利

应付，甚至不搭理肤浅的读者。而在几次深

谈之后，你会更多了解一位作家的风格，有

些人写不同类型的故事，有些人可以把同

一题材写 N 多遍。

作为语言大师，班维尔的小说太过“结

实”，无法一目十行，快速“吞咽”容易消化

不良，慢慢咀嚼，找出段与段之间的关联，

才能把隐藏其间的线索拼接起来。这样“投

入”地阅读容易疲惫，我会搭配着读，边吃

“硬菜”边尝几口小甜点，或者“西餐”配“拉

面”，一边读《美军的全球运作内幕》，一边

翻《一日三秋》。“混搭”的后果，是读着读着

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从古希腊穿越至火星，

荷马会遭遇硬科幻，无数未知的领域打开

一扇门，逗引着你进去，读书很容易就变成

了买书。

如同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博览会上四

处逛荡，口袋里又恰好有压岁钱，肯定会把

各种新奇好玩揣回家。读书人多半有占有

欲，发现好书而“没有”，岂能甘心？买了，就

仿佛读了，心里踏实。

这一次“购买”，起因于朋友圈。

大 家 在 谈 论 天 才 译 者 金 晓 宇 。顺 手

“搜”出了他的译著，看到熟悉的已经被

我 淡 忘 的 名 字 ： 班 维 尔 。《时 光 的 碎 片》

和 《诱惑者》（班尔维著，金晓宇译） 于

是“乘坐”快递飞奔而来。不得不承认，

金 晓 宇 的 译 文 和 班 维 尔 精 巧 的 文 字 很 契

合，也只有心无旁骛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文

字。我一直相信，某些文学（艺术）天才，就

不是正常人，创作的绮丽构思不适合平淡

无奇按部就班的大脑。

《时 光 的 碎 片》 将 我 带 到 了 都 柏 林 ，

那些散落在光阴碎片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和

影像。有多少人，是因为乔伊斯而热爱都

柏林？他带着故事里的布卢姆、斯蒂芬和

各式各样的“都柏林人”在这座城市里游

荡，而作家一生却辗转在里雅斯特、罗马、

巴黎⋯⋯把故乡留给诸多文学后来者——

班 维 尔 、马 塔 斯 （ 《似 是 都 柏 林》 的 作

者） 和读者去朝拜。

这一本不太长（大约 10 万字）的随笔，

重新唤起我对班维尔的喜欢，习惯性地点

击“更多作品”，《无法企求》钻进我的购物

车。它吸引我的理由，不仅是作家本身，更

有它的故事：再现“剑桥间谍案”。简单说，

就是 4 个“出身”剑桥大学的英国情报员和

外交官，成为前苏联克格勃的“双面间谍”。

又一场的英苏谍战大片。在另一场谍

战 ——《间 谍 与 叛 徒 ：改 变 历 史 的 英 苏 谍

战》中，克格勃的资深情报官员、前苏联驻

英国情报站站长，居然秘密为军情六处工

作 10 多年。并且，在上司已经有所警觉，调

查其身份的美国情报人员，还是一名克格

勃线人的情况下，惊险逃离莫斯科。

历 史 事 件 的 迷 人 程 度 ， 丝 毫 不 逊 于

“编”出来的谍战片。非虚构写作绝对考

验作者的写作功底。当时，看这一场跌宕

起伏的间谍大战时，忍不住想：要是苏联

人来写这个故事会怎样？现在，有关英国

情报精英“投敌”的传奇就摆在眼前，怎

能错过？何况，班维尔小说里的间谍，绝

对和纪实作品不一样。貌似英国情报机构

“盛产”间谍作家 （小说），毛姆、格林、

勒卡雷⋯⋯间谍小说书单上的这些名字，

都和它有着不解之缘。

对了，你从哪里获得有关书的信息？

或 者 说 ， 你 的 书 单 从 哪 儿 来 ？ 有 没 有 发

现，你要读的下一本书，往往就藏在你正

在读的这本书里。

像我这样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读者，凭

兴趣在书海里逛荡，东瞅瞅西看看，保不

准 一 时 兴 起 会 读 什 么 。 去 年 ， 突 然 “ 痴

迷”艺术类书籍，找了本大部头的艺术史

教科书，饶有兴致地读。接着是些艺术评

论类的书，看着看着就发现，如果不知道

希腊罗马神话，不知道圣经故事，不知道

《荷马史诗》，就很难理解“名画”的创作

背景，诸如“为什么那么些画家要画圣母

领报、耶稣受难”之类，阅读于是从“一

幅画”拓展至文学、传记、历史⋯⋯

所谓“触类旁通”大约就是如此。我们

不过是从一个点出发，蔓延开去，探索无限

开 阔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巴 恩 斯《101
2章 世 界

史》的第五卷：海滩，单拎出来，就是一篇有

关席里柯和《梅杜莎之筏》的画论；而班维

尔的框架三部曲，全以绘画为主题，作家的

功力丝毫不逊于艺术鉴赏家。

你不知道你遇到的下一本书是什么，

读书就是这样因未知而惊喜。它是这个越

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可以自

己把握的事——读哪一本书，你说了算。

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美和愉悦，看到现实

又一次重复曾经的历史，给疑惑以可能的

解答，不那么自以为是、急于所成，能在

琐碎烦乱里，多些淡定从容，恐怕就是书

籍作为“避难所”的意义。

我会读“旧书”，甚至“偏见”地认

为，好书总能抵御时间的淘洗。只是，记

忆力越来越经不住检验，时常边读边忘，

以至于拿起一本明明读过的书再看时，居

然很茫然：这些杠杠是我画的？

差 点 儿 忘 了 班 维 尔 。被 告 知 是 旧

书 ——这也难怪，书出版一段时间了——

之后，我取消了原先的订单，在某个旧书

网寻到一本《无法企及》。虽然不是新书，品

相却不差，只要 3 元——相当于白送啊，实

在没有理由不买。也算是“淘书”之乐吧。关

于这个话题，不少专业人士著书论述，比如

《文 雅 的 疯 狂》《搜 书 之 道》《旧 书 与 珍

本》⋯⋯

呃，又跑题了，就此打住。不然，这一次

的买书，又将开启下一轮的购书之旅。

所有的读书最后都变成了买书

“如果年轻人不喜欢这个
作品，就是失败。”

龙平平

扫一扫 看视频

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美
和愉悦，看到现实又一次重
复曾经的历史，给疑惑以可
能的解答，不那么自以为
是、急于所成，能在琐碎烦
乱里，多些淡定从容，恐怕
就是书籍作为“避难所”的
意义。

作家说作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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