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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也
终将面临新的时代考验。

在小小说的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具备自由写作、发表
的机会。如何养成在碎片时
间里读写小小说的习惯，以
及实现由自媒体上的小小说
变成传统出版的小小说纸质
书，这个学习、转型的过程至
关重要。

湛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
授、小小说评论家刘海涛分享
了他是如何利用手机来培养自
己对小小说的艺术表达：“通过
私人定制，把自己的智能手机
改造成为小小说的阅读库和写
作素材库。小小说、闪小说阅
读网、今日头条上的微小说频

道和一些小小说作家的公众
号，一旦关注，每天就有取之不
尽的素材故事。当某个故事让
你产生感动和联想时，就可以
用小小说的心理结构去感知生
活、表达生活的形式与模型，采
用特定的小小说方法来提炼小
小说核心细节，裂变、繁殖了小
小说的细节链和情节因果，带
有你个性的全新的故事就生成
了，即时发布在微信、微博或博
客上。”

小小说的文本特性，决定
了它极易与诗、散文、故事、小
品乃至“段子”、微信等亲密结
缘，相互融合。任晓燕表示，网
络、手机、平板电脑等新的阅读
工具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阅

读模式，让图书、杂志都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越来越
挑剔的年轻读者，小小说创作
者只有在内容上做到有新意、
有创意、有深意，学会利用新媒
体、自媒体等时下流行的新兴
工具推广小小说，才能在新的
形势下让小小说继续吸引更多
读者的眼光。

“小小说新论坛：内容创新
与载体创新”由郑州小小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蜻蜓FM河南
主办，《小小说选刊》、《百花
园》、小小说网络电台联合承
办，会上同时宣布由星光小小
说网络电台策划举办的第二届
“说王”小小说原创·演播大赛
启动。

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礼·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

“小小说新论坛：内容创新与载体创新”郑州举行

把脉小小说 大咖开妙方
昨日上午，作为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

品奖颁奖典礼暨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系列活
动之一，“小小说新论坛：内容创新与载体创新”在
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艺评论家等40
余人问诊把脉小小说。

与会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小小说
在郑州的《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苑里啼
声嘹亮，那是它充满活力的“孩提时代”；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长成“英俊少年”的小小说，已是植根于
民间的大众文化。那么，现在随着网络、手机、平板
电脑等新阅读工具兴起，小小说如何通过内容创新
与载体创新走向成熟，适应新的传播方式？

在论坛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前往新郑采风，
感受3000年前的《诗经》遗风，探访2400多年前
的郑国车马坑，并在黄帝故里体验拜祖大典的祭拜
仪式。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杨丽萍/文 李焱/图

3000多年前，3000多首
民谣在中原大地传唱，有
“风”，有“雅”，有“颂”。那
是民间的流行歌曲，昂首呐
喊，抚摸内心，闪烁人性光
辉；那是中华文学高地的发
声，经“行人”搜集、梳理被
编成《诗经》，于是中华文化
的修炼与操守成为我们民
族的文化源头。“风雅颂”演
绎庙堂与江湖人生哲学。
“风”歌颂对生命的敬畏，对
人性的张扬，尤其是对爱情
的赞美。“溱与洧，方涣涣
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出
其东门，有女如云”是现代
版的“美女如云”。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到
3000年后的今天，一个民间
立场的文学样式——小小说
问世并日渐丰盈。《苏七块》
《雄辩证》《陈小手》《立正》等
洋洋洒洒数万篇，佳作“三百”，
飞入寻常百姓家。“小小说，恰
如文学中的‘英俊少年’，它是
大众文化；小小说，对物象和
内心的概括，给人精神带来
感悟；小小说，一个个故事，
用一生积累一份情感，给人
以尊严。”著名作家、中原文
化研究专家赵富海认为，郑
州小小说的民间立场与3000

年前的《诗经》对接。
“‘修辞立其诚’，小小说

在这个时代开始彰显出它的
文体意义、大众文化意义和
社会学意义，掀起了长达 30
年方兴未艾的读写浪潮，现
今仍在继续，接续创新了中
华民族文化一脉——《诗
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当代小
说、小小说……如将《诗经》
视为民族文学的第一次浪
潮，小小说以一种平民艺术
精神，营造文学绿地，形成了
3000年之后的第九次浪潮。”

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
院研究员冯辉，从事《百花
园》杂志的编辑、主编工作
长达18年，至今仍对小小说
关注有加。他认为，要重视
古旧题材的当代性的挖掘，
并以冯骥才先生的《俗人奇
事》为例，阐述了作者应该
如何注重中国传统美学概
念来沉淀内容。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
种主要表现手法。小小说
因其体裁的特殊性，更应该
注意‘兴’的运用。‘兴’言尽
而义无穷，更容易激发读者
的联想，产生形象鲜明、诗
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平民艺术小小说发轫于
“天地之中”的郑州，自有它的
胸襟与气度，它回响着“得中原
者得天下”的自信与豪情。20
世纪 80年代之后，郑州叫响全
国的有三件事：看少林功夫，吃
郑州烩面，读小小说。

“近年来的小小说创作出
现了一个内容上的同质化现
象，内容重复、情节雷同、缺乏
新意，这都是遏制小小说发展
的头号杀手。”郑州小小说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
任晓燕希望与会专家畅所欲
言，为小小说的发展问诊把脉。

“我觉得创新并不是加大
小小说的信息量，或是把小小
说做成一种新闻性的东西，而
是要思考如何通过一些小的细
节和情节，实现对一个大的社
会背景的刻画。”中宣部出版局
副局长刘建生指出，创新应建
立在对经典的通读之上。

刘建生说，创新既包括我

们对过去的经典的缔造，也包
括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和对现实
的深刻观察和认识。“我认为无
论写什么作品，只要你对社会
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观察，对
细节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有一
个形象的刻画，你的作品就永
远有位置。而要对社会有更深
的把握，就必须去阅读更多的
经典。”

河南作家奚同发指出了
导致小小说写作同质化的主
要原因：“小小说因为篇幅短
小，又总是想给人新奇，所以
长期以来，形成了作者过于偏
重研究结构的习惯。作者总
是着急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
装进有限的篇幅里，而忽略了
叙事和语言。很多作品的语
言张力和黏度都不够。就像
武术表演，路数很漂亮，实战
起来不堪一击。”

奚同发认为本届《小小说
选刊》优秀作品奖《狐仙图》给

小小说创新提供了借鉴。“要学
会向传统文化偷牌，《狐仙图》
有聊斋的影子，但雷同不怕，关
键在于能不能雷同得有意思。”

获奖作者胡炎说，我们在
处理一个成色不错的题材时，
如果故事很难跳出读者的阅读
经验，按照常规套路也很难满
足读者的审美预期，我们在形
式上就要好好下功夫，荒诞、意
识流等种种艺术手法都可以借
鉴，要尽可能做多种尝试，文学
的探索精神历来可贵，只有探
索才有无尽可能。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军
指出，这不是一个用乡土气息
就能吸引读者的时代了，作家
们在创作的时候尤其要在题目
上多花点心思。“就内容而言，
过去的小小说多在讲述人伦、
德行。我们可以向冯骥才的
《俗世奇人》学习，反其道而行
之，打开视野，打破老套的价值
观预设，虚构出新的坐标系。”

专家学者问诊把脉，小小说如何破除同质化魔咒？

从诗歌、小品到段子和微信，小小说如何适应手机阅读？

从“美女如云”到“英俊少年”
小小说延续着3000年前的《诗经》

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艺评论家等问诊把脉小小说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新郑感受《诗经》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