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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近
日，首届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
在泰州颁奖。刘熙载文学评论
奖以中国近代文学家、理论家刘
熙载命名，由江苏省作协和泰州
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立。该奖是
国内首个单独设置的文学评论
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继
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
优秀遗产，奖励中国当代文学评
论优秀成果，推动文学理论批评
事业繁荣发展。

首届评审作品年限为 2012
年至 2022 年（第二届起评审作
品年限为两年），经评选，陈晓明
《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孙郁《革
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获著作奖，孟繁华《当下中国文
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
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
变》、南帆《文学的乡村：双重主
题、知识分子及其叙事焦虑》、张
清华《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
——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季
进《视差之见：海外中国当代文
学的历史描述与理论反思》、黄
发有《论文学期刊与中国当代文
学思潮的互动关系》、陈思和
《〈天香〉与上海书写》获论文奖，
周卫彬《通往镜中之路——易康
中短篇小说散论》获本土评论家

奖。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
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南
京大学教授毕飞宇，鲁迅文学院
常务副院长徐可，江苏省作协党
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
副主席郑焱，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副主席丁捷，泰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
刘霞，市人大副主任臧大存，市
政协副主席方针，兴化市人民政
府市长殷俊，以及首届刘熙载文
学评论奖获奖者、评委代表，全
国著名青年评论家代表、泰州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员、里下河地区
作协负责人员，当地高校师生代
表等参加颁奖典礼。

“从南朝刘勰创作的我国古
代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
龙》，一直到刘熙载的《艺概》，
这是一条江河、一座山脉。”李
敬泽在讲话中说，刘熙载通过极
其丰富、极其活泼、极其富于感
性，又十分敏锐的批评实践，深
刻体悟到传统文化的体和道，使
这一文脉更加饱满更加宽阔。
生于清末的刘熙载，是在由伟大
的古典传统向近现代文化过渡
过程中，出现的一位杰出的回望
者和总结者。设立刘熙载文学

评论奖既包含着对于中国古典
文论的回顾，也包含着一百多年
来一代代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
的信念，“那就从文学观念和文
学感受力出发，为我们伟大的民
族、伟大的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开出新的境界，提供新的视
野，锻造新的方法。让我们共同
为这份责任而思考，而写作，而
创造。”

郑焱指出，刘熙载是中国文
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文艺理论大
家，也是一个与时代进程保持密
切互动，代表着历史良知和时代
洞察力的学问家。与泰州市共
同设立刘熙载文学评论奖，是省
作协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
文艺评论工作实施意见的重要
举措，希望泰州加快发掘里下河
丰厚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扩大
里下河文学品牌在全国的影响
力，也希望各位获奖评论家继承
刘熙载的文学遗产，弘扬刘熙载
的文学批评精神，不断推出能够
引领时代风尚的评论佳作。

刘霞致欢迎词，向获奖评论
家表示祝贺，表示将积极拥抱文
学评论发展热潮，整合各界优势
力量，为文学评论发展搭建崭新
平台，深度构建创作与评论两翼
齐飞的发展格局。

首届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在泰州颁奖

一、著作奖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
在世界文学的宏阔视野中，

细致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囿于现
代性而内含的矛盾境况，认真观
照并深刻揭示当代中国文学寻求
自身道路的精神状态。其对当代
文学与世界文学共通性和差异性
的辨析，对中国文学传统经验与
现代主义之间互动关系的发掘，
兼具文学史家的历史眼光和文学
批评家的艺术敏锐，体现出鲜明
的理论自觉性和批评主体性。其
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
学理论建构，与当代中国文学、与
时代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展现出
一个大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和一个
理论家的创新能力。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汪曾祺闲录》

聚焦汪曾祺所凭依的文学
传统和文化资源，以他的人生轨
迹为经，以他的人际交往为纬，
以点带面，写出一群人在大时代
进程中的风貌、挫折、余绪。以
美文气质的学术文笔，剖析时代
的横截面，勾勒出中国现当代文
学传统之“另一种”。叙述开合
自如，平易近人；考辨细腻周全，
典雅庄重。以智性、自省的姿
态，铺陈文学史传统的思想脉
络，触类旁通，气象生动，彰显一
代学人持重守静的治学风范。

二、论文奖
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

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
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

以深入、独特的研究视角，
剖析石一枫小说创作的观念转
变，借此揭示当下中国文学在

“问题性”与“道德感”等层面生
成的新变化与新趋势。文章立
足当代文学的当下性与现实性，
以“问题小说”的理论脉络为轴，
重新厘定石一枫小说的意义价
值。观察视角细致敏锐，学术判
断客观精准；文本细读体贴入
微，理论分析鞭辟入里。本文树
立了以作家个体创作看取当代

文学整体变化趋向的范例，拓展
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的新
向度。

南帆《文学的乡村：双重主
题、知识分子及其叙事焦虑》

以理论之光、理性之思深入
研究当代文学的乡村书写，以知
识分子笔下的乡村问题和症结，
揭橥其乡村书写的观念内容和
思想面孔，探讨知识分子面对乡
村主题时的叙事焦虑。文章见
解独到，论证严密，以扎实的研
究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挖
掘知识分子面对乡村问题时产
生的焦虑感与无力感，竭力呈现
乡村书写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
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内涵，为
重新理解“文学的乡村”和“乡村
的文学”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
新思路。

张清华《实验与选择，变奏与
互动——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

深入探究百年新诗发展变革
中的六个重要问题，深刻揭示百
年新诗内部变革的动力机制，材
料实证严谨，史家见解频出。清
晰明了的问题意识、开门见山的
形式架构、质朴理性的美学分析，
为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谱系学考
察，奠定了稳定坚实的论证基
础。从具体可感的文学经验到普
遍智慧的理论阐释，完整呈现诗
歌创作中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
动的动态发展关系，对新诗的创
作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季进《视差之见：海外中国当
代文学的历史描述与理论反思》

围绕“视差之见”这一核心
概念，通过历史描述与理论反
思，揭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的历史背景、理论框架、文化内
涵的中外差异，展现海外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前沿
动态。文章论述详细严密，辨析
明了清晰，展现出作者作为资深
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信息优势与
视野优势。其为海外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赋形塑身、推陈出新的
思考与实践，对推动海外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

借鉴意义。
黄发有《论文学期刊与中国

当代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
以文学期刊与中国当代文

学思潮之联系为切入，以期刊、
媒介为视角、方法，打开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的新向度。通过对
大量文学作品、研究文献的分
析，揭示两者之间互动的历史背
景、理论框架和文化内涵，深入
解剖文学期刊向文学创作传导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的扩
散状态与复杂关联，生动还原文
学思潮与文学期刊幽微复杂的
互动关系。文章研究视角新颖
独特，考辨分析入情入理，为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拓展新思路、新
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与
阔大的理论空间。

陈思和《〈天香〉与上海书写》
熟练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

以上海的“现代性”起势为线索，
在大体量的历史背景下，富于说
服力地呈现《天香》的上海书写
及其蕴含的独特性。在“以小见
大”的投射性分析中，以谱系学
的眼光梳理、厘定海派文学书写
的历史纵横、文化意涵，以及其
意欲呈现的“上海怀旧”，具体而
微地重构了上海之于王安忆的
文学意义。论文视野开阔，史论
结合，深见史家功力。行文流畅
自如，风格至简。

三、本土评论家奖
周卫彬《通往镜中之路——

易康中短篇小说散论》
以细腻详实的文本细读，建

构属于个人性的文学感受和价
值判断。研究视野始终聚焦本
土文学创作现场，以真实可感的
文学经验，躬身入局，勤恳爬梳，
条分缕析地展陈本土作家作品
的地方性、现实性和当下性，力
避感性分析的偏私，发掘、彰显
其独到的审美省思，于细处见出
大气象。文章论述扎实可靠，辨
析准确周全。行文晓畅，视野开
阔，不乏锐气与新意，又兼具学
理性和全局观，展现出当下本土
批评家的独特风采。

附：首届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授奖词

本书是一部历史散文集，从
不同角度生动介绍了唐朝的政
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俗事象，乃
至各色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现了

一千多年前恢宏壮丽、绚烂多彩
的唐朝历史文化。在如此丰富
的资料基础上展开的论述，对于
唐代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将产生
启示性的作用；《长安道上》的面
世，对于唐王朝全景的解读，同
样提供了具有普及意义的视
角。大唐盛世千古传，书籍文章
天量计。这对今天以大唐为研
究和写作对象的作者提出了空
前挑战。作者董乃斌大家小书，
从微处入手，以故事为引子，分
门类从故事中得出概念、找到结
论，别具一格。书籍装帧轻盈灵
秀，版式舒畅，特别好读，内在外
在俱佳。

作为日本科幻小说界实力派
新生代作家小林泰三的最后一
部作品，《逃离未来》不仅是一部
悬念丛生、想象力丰富的科幻小
说，更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情感温
度的“未来之书”。失去记忆的
主人公在养老院中过着平静祥
和的生活，却收到了来自神秘人

的信息，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座监
狱。于是，他召集来养老院中的
朋友，开始了逃生计划……在这
部融合了推理、悬疑、逃脱等多
种元素的科幻小说中，小林泰三
以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定律
为基本框架，构筑了一个人工智
能极大发展、基因编辑技术遭到
滥用的未来世界。ChatGPT 进
化版人工智能，能否建立人类社
会的乌托邦？

通过剖析记忆的本质，消解
和重构人类的身份和意识，探索
人类和机器、现实和虚拟的边
界，小林泰三在人工智能迅猛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反思现代
科技的伦理问题，引导读者从故
事中窥见未来，拥抱未来，超越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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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新唤起了一个流传
已久并且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
理念——即一座人们日常生活
所需的一切只需步行几分钟便
可到达的城市。在这里，人们有
更多的机会相遇，相互支持，照
顾彼此与周边环境，并以协作的
方式实现共同目标。本书提出
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能否从邻近
性的理念出发建设当代城市？

作者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邻近
性城市不是乌托邦式的建议，而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城市设计方
案。

不同于以往的城市设计理
论，本书并未采用将城市看作一
个整体俯瞰式的视角，而是从城
市的内部着眼，采用公民的观
点，重新审视了城市居民的生
活：在效率、经济和卫生的名义
下，我们工作的地方、娱乐的地
方、学习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都
已经走向了专门化。而作者在
书中断然提出我们必须打破这
种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专业区域
的传统做法，重组城市已有的基
础设施和治理形式——这是一种
与社会以及当代城市的不平等
现象作斗争的形式。在城市中
为某些特权社区所独有的邻近
性的优势，今后必须扩展到整个
城市，成为所有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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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源头，神话作
为古代现实生活的艺术化表达，
蕴藏着丰厚的天文知识，与先民
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探索实践息

息相关。本书以古代天文历法
为主线，将上古神话的原型来源
与衍生背景一一揭开。结合天
文学研究、传世文献与考古发
现，重新分析伏羲、女娲、黄帝等
神人与凿齿、九婴、修蛇等神兽
的真实面目，发掘女娲补天、后
羿射日、夸父逐日等传说背后的
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追问上
帝、太极、八角星纹等文化概念
及符号的起源，揭示了以北斗或
北天极为核心的古代天文发现
的深远影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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