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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面对“新生代”这个词语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从而对于传统和

主流文学方面具有反叛意味。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小说中所包含的价

值论理以及叙事方式都值得进行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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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生代小说作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以来就引起我国社会各

方面的关注，并且围绕着新生代小说作品的争论一直持续不休，

新生代小说作家的出现方式以及其创作态度引起了老一代小说创

作者的反感。新生代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在人物形象的刻

画方面并不是勾画了一个整体的、完整的形象，而是一个局部的

个别的现象，不具有代表性。文章在写作的过程中着重分析新生

代小说的局限性。

一、新生代的相关理论概述

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终究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活

动，离开文学理论以及命名，一方面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会受到很

大折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工作的开展也受到了影响。因而，即

使在各种理论、概念以及命名有着明显的具现，但是进行文学批

评对此的以来也不断加强。本文认为，“新生代”不应该被看做

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命名，新生代作家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概

念。其具体指代的是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我国小说作家。具体

而言，新生代作家不是指的某几个作家，也不指某一类作家，新

生代作假的组成是多元化的，也是复杂的。并且新生代作家也不

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成为，其内涵也是流动和变化的。新生代左边

的概念是客观的。在我们研究新生代作家的过程中，使用这一概

念也并不是为了在研究这一群体的过程中掌握某一种华玉群，而

是通过研究对这一概念不断进行解放和丰富。从这一方面将利用

新生代作家一词来形容一个作家群体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新生代”一词使在一个时空扩大较大领域内的复杂

的批评对象具有一种整体是业内被谈论或者研究的可能。从文学

和时代的相互关系的层面上看，新生代作家主要指的是在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从作家的代际关系来说，“新生代”指称

的是涵盖50年代生、60年代生、70年代生、80年代生四个年龄段的

年轻作家的创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

这个命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性，这使人们对于对待他的情绪、

情感以及内涵，都发生一定改变，我们在面对这一命名的时候也更

加充满理性和反思。在本文看来，“新生代”命名的合法性更是由

9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本身决定的，它并不是一种凭空想象的命名，

而是源于一种文学事实，源于90年代中国文学本身的新变化与新

质素。我们今天无论是对“新生代”这个概念的反思还是对新生

代小说家本身的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个背景的考察。

二、新生代小说批评的社会历史语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

文学创作环境日益开放、自由。这是我国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创作

与批评多元化的局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以及计

划经济体制的取代，人们意识当中利益思想日渐强盛，这对人们

的思维方式一行为方式构成了重要的影响，这对我国文学创作和

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我国文学创作，在部

分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内部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商业气息，并

且在新媒体的传播下，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商业化趋势。文学的

批判与反思的性质逐渐丧失，而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娱乐的消耗

品。文学学术界对此在短时间内对这一情况难以适应，因此自上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中出现了迷茫困顿的

“失语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出，我国传承了几千年文以载

道的传统文学已经终结，文学丧失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独

特作用。但是，边缘化得位置使得远离中心的文学在一

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多的表达自由与空间。在此处境下，

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的队伍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

化现象，在1993年，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争论”便是

在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一种表现。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新生代作家集体亮相，并以对

传统文学叛逆的姿态登上我国文坛，自新生代作家诞生的那一刻

起，我国新生代作家的鲜明的立场以及醒目的形象便引起了社会

的关注，成为我国文坛上的奇特的风景线。

三、新生代小说的局限性分析

其一，新生代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对抗

以及对现实价值之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生代小说作家在进行

创作的过程中，虽然对社会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结构，但是在其作

品中却没有实现对新的价值挂念的重塑。因此，就这一方面而言，

新生代小说创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质上的缺陷。新

生代小说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以反叛传统的描写方式来体现

对传统价值挂念的反叛，例如在进行描写的过程中暴力以及拜金场

面的描写，对于整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没

有任何实际意义。并且在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人的内心世界缺

乏必要的描写，是整个人人物看起来是虚妄的。

其次，新生代小说家十分具有批判精神。我国新生代小说作

家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写作功底，

因此新生代小说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其心态也往往是放松。

新生代小说作家认为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自视甚高往往很难创

作出优秀的作品。新小说创作者认为一个小说创作者能否取得成

功，重要的不是一个小说创作能够长久保持写作姿态，而在于小

说创作者能够否在创作的过程中保持长久的创造能力，在于一个

作家能否长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不断批判和反思中寻找现实路

径，从而创作出对整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因

此，在新生代小说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新生代小说作家已

经转向了影视等领域，并且其创作的作品语气创作才能之间还存

在着不小的差距。

最后，具有十分明显的个性。新生代小说自己风格形成的过

程，也可以被看做是对传统以及对其他创作者否定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生代小说创作者还没有在正面证

明自己的能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反映了

新生代小说创作者的“自由”的理想。“自由”是文学作家在进

行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清理追求的境界，小说作者在进行小说作品

创作的过程中，对自由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空间与环境方面，更多

的是指向小说创作这心境的自由。而自由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对传

统写作的“解构”与“重构”，新生代小说作家在对传统的反叛

方面表现的十分明显，这也体现了新生代小说创作者对自由个性

的追求。

四、结语

文章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对新生代小说批评具有代表性的观

点进行了描述，本文新生代小说作者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

过程，但是，不可否认新生代小说的存在也具有其独特的时代意

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新生代批评家能够与我国新生代小

说创作共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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