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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场域与20世纪80—90年代 

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形成 

——以“他们”为中心的考察 

王华 周根红
1
 

【摘 要】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南京青年作家群体的集体登场，无疑离不开文学期刊和文学社群等构成的文

学场域。发轫于云帆诗社和《老家》的民刊《他们》，以及“他们”文学社，奠定了南京青年作家群产生的重要基

础。同时，《钟山》的“新状态文学”、《钟山》《山花》等四大刊物发起的“联网四重奏”、《芙蓉》等刊物的

大力推举，使得南京青年作家群走向全国。90 年代后期，以“他们”作家群为核心的南京青年作家发起了“断裂”

行动，虽然其后出版了具有较大影响的《断裂丛书》和《年代诗选》，但随着文学空间的变化，南京青年作家群体

逐渐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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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青年作家以一种集体化的群体方式出现，引发了当时文坛的巨大关注，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非常

重要的“南京青年作家群”现象。这个群体包括南京本土作家，如韩东、朱文、鲁羊；也包括当时在南京上学或居住在南京的

其他地区的作家，如小海、李冯、张生等。南京青年作家的集体登场，无疑离不开民刊《他们》和主流文学刊物《钟山》《山

花》等的大力推举，也离不开以“他们”为中心的文学社群交往所形成的文学共同体。这些刊物和社群所构筑的文学场域，加

强了南京青年作家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与其他省份作家的互动，从而使得南京青年作家群成为全国引人瞩目的作家群体，这

些作家群体也对90年代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云帆诗社”与《老家》 

20世纪90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崛起，离不开80年代“他们”文学社的成立。“他们”文学社追根溯源，又离不开80

年代韩东在山东大学时期主办的“云帆诗社”。“云帆诗社”是山东大学的一个文学社团。1981年，还是在校学生的韩东和王

川平、杨争光、吴滨等人“接管”了这个诗社。韩东还弄了一个很厚的练习本，起名《班车》，在七十多号文学社员中流动，

每个人轮流写一首诗。后来，诗社出了一期诗歌墙报，把大学里的一期宣传国共两党合作的墙报给覆盖掉了，从而引发了学校

的关注。而诗歌墙报上王川平的一首名为《推石碾的小女孩》的诗，写得苦大仇深，被认为“非常反动”[1]。 

韩东后来回忆说：“云帆诗社”由于传播“非法刊物”——《今天》而被校方审查，逐步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2]。

总之，无论是王川平的诗，还是传播《今天》，最终导致“云帆诗社”被审查停止。“事情闹得特别大，性质严重的诗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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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面临开除学籍的危险。最后韩东一个人把事情兜下来了。”[3] 

毕业后，韩东分配到西安财经学院工作。期间，韩东着手创办了《老家》。韩东曾说：“《老家》的渊源就是山东大学的

‘云帆诗社’。”[4]因此，《老家》的作者队伍大多还是山东大学“云帆诗社”时期的成员，如王川平、杨争光、吴东培、吴滨、

郑训佐、小君等。同时也有西安的诗人丁当、沈奇、徐晔等，还有江苏的小海[5]。《老家》共出版了三期，印数很少，大约每期

50本[6]。不过，较为重要的是，韩东诗歌风格的转变正是从《老家》开始的。 

在《老家》第一期，发表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一个孩子的消息》；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朋友》《水手》。这些诗

歌与当时所流行的“朦胧诗派”的诗风完全不同，在80年代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确实，《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

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等诗作的出现，标志着韩东诗歌风格的真正转变，也表明韩东的诗歌美学主张得到了当时诗坛

的认同。 

韩东诗歌风格的转变，一方面，缘于“云帆诗社”被停的个人经历。韩东后来说：“从那场经历以后，我就成熟了，在西

安写《有关大雁塔》那批诗的时候，从诗歌到整个文学态度，就变得比较独立了。”[7]另一方面，与80年代一股反“朦胧诗”的

诗潮和韩东当时的诗歌主张有关。1978年12月由芒克、北岛等在北京创办的《今天》，成为80年代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

刊物，激发了无数诗歌创作者投入诗歌写作或创办诗歌民刊。 

韩东早期的诗歌就深受《今天》的影响，主要是北岛、食指、江河等“朦胧诗”的影响。因此，当时的韩东对《今天》也

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得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在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

他们完蛋。”[8]2韩东极力想摆脱《今天》的影响，寻找一套自己的诗歌美学。这与整个80年代诗坛追求的“反传统”“反崇高”

的诗歌潮流相吻合。 

在南京青年作家群形成的萌芽期，有一份刊物不得不提，这就是《同代》。在韩东创办《老家》的同时，封新城在兰州大

学创办了民刊《同代》。《同代》在当时已经具有全国的影响力，她的作者也是面向全国。《同代》上开设有一个叫做“我们

这一代”的栏目，该栏目里的诗歌作品，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风格。这些诗歌抛弃了个人英雄主义、崇高意义等话语风格

和写作模式，而是更加贴近现实生活。韩东也在《同代》上发表了《有关大雁塔》《一个孩子的消》《我们的朋友》《我不认

识的女人》等诗歌。《同代》的出现，为韩东的诗歌创作和“他们”文学社的出现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韩东一直以来试

图摆脱“朦胧诗派”的诗歌追求，在《同代》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二是通过《同代》和《同代》的作者，韩东与王寅、

于坚、普氓、封新城、苏童等相互交往、熟识，这为后来《他们》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作者基础。他们成为早期“他们”文学

社的骨干成员。 

二、《他们》与“他们”文学社 

南京青年作家的群体集结，主要是以民刊《他们》和“他们”文学社为中心。1984年，韩东从西安调回南京。“看到了兰

州封新城办的《同代》等民刊后，读到一些好诗，也结交了一些好诗人，他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刊物能被这批诗人认可并将这些

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现、共同写诗，向保守的诗坛发起集体冲锋。”[1]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韩东提出创办一个刊物。1985

年3月7日，在南京几位主要成员出资的情况下，《他们》第一辑正式出版，印数是2000册
[2]
。从1985年《他们》第1期到2001年

《他们》网刊第10期，《他们》共出版了19期，总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各个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学特征，彰显了80、90年

代南京青年作家群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壮大。 

                                                        
2[1][3][7]韩东：《〈我和你〉就是你和任何人》，〔广州〕《人物周刊》2005年第11期。 

[2]侯知佩：《“他们文学社”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6页。 

[4][8]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1页。 

[5][6]小海：《〈他们〉记事》，〔杭州〕《西湖》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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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到1988年。《他们》共出版了5期。前4期的《他们》刊登的作品体裁包括小说和诗歌，相对来说，诗

歌的分量重一些。小说的作者有李苇、阿童（苏童）、乃顾（顾前）、马原等；诗歌的作者有于坚、小海、丁当、韩东、王寅、

吕德安、斯夫（陈寅）、封新城、陆忆敏、小君、贝斯、王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其中南京青年作家有李苇、阿童（苏童）、

乃顾（顾前）、小海、韩东、小君。第5期的《他们》转变成一份专门刊登诗歌的刊物。无论是办刊资金，还是刊物作者，乃至

美术设计，《他们》都高度依赖这些南京作家。 

因此，随着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生活状态发生变化，《他们》也在1988年休刊。小海曾回忆说：“出完《他们》第5辑后，大

家的生活都有了一些变故。先是上一年韩东的婚姻破裂，随后不久，小君去了美国；再是南大的这批人毕业，除了李冯考研留

校，杜马兰留校任教外，大多数人离开了南京；不久于小韦去了深圳；任辉跑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去了。因此，《他们》再出下

去一时就显人手不够。当时，我们也曾建议可请外地的成员轮流来办，后来联系下来条件也不成熟。这样《他们》就只好暂时

休刊了。”[3] 

第二阶段是1993年到1995年。《他们》共出版了4期。1993年，由于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和老成员的提议，《他们》复刊。

“资金筹集仍是老办法，由在宁的吴晨骏、朱文、刘立杆（此时已调到南京）等人协助韩东编辑。……从第六期开始，已在深

圳创办了一家广告艺术公司的于小韦提出对今后《他们》的出刊进行赞助，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4]出完第9期，

“由于《他们》本身无法左右的原因”[5]，《他们》再次停刊。这一时期的《他们》延续了第5期的办刊风格，成为一份专门的

诗歌刊物，南京青年作家主要有：小海、朱文、于小韦、吴晨骏、韩东、李苇、鲁羊、杜马兰、李冯、刘立杆、张生等。从中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南京青年作家队伍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朱文、吴晨骏、张生、李冯等青年作家的加入，标志着90年代南京

青年作家群的成型。 

第三个阶段是网刊阶段。2002年，“由诗人于小韦资助，韩东等人又联络一批新作者创办了“他们文学网（他们论坛）”[6]3，

出版《他们》网刊。《他们》网刊的体裁已不再局限于诗歌，而是包括诗歌、小说、剧本、自由文体、随笔、访谈等；作者队

伍也进一步扩大，包括李红旗、巫昂、莫小邪、春树、尹丽川、七窍生烟、巴桥、崔蔓莉、魔头贝贝、马铃薯兄弟、曹寇、李

樯、张浩民等。其中，南京作家有金海曙、崔蔓莉、马铃薯兄弟、曹寇、赵刚、李樯等。整体来说，《他们》网刊的作者与前

两个阶段相比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原“他们”的主要成员参与度也大为降低。虽然这是“他们”文学社群的一次延伸，但

是社群的紧密程度较低，群体特征较弱。因此，可以算作是南京青年作家群的一个尾声。2003年，《他们》网刊停刊。 

民刊《他们》的创刊，也就正式标志着“他们”文学社的诞生。1985年《他们》创刊号的目录前就明确标有“他们文学社

交流资料之一”的字样。不过，“他们”文学社与一般的文学社相比又颇具特殊性，“他们”文学社没有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

宣言和章程，只是彼此遵守着一种模糊的“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因此，“他们”文学社是一个以《他们》为阵地、以《他们》

的作者群为成员的文学社群组织。严格来说，“他们”文学社只是一个文学群落，并非一种流派。 

值得称道的是，20世纪90年代，“他们”文学社发挥了重要的文学交往功能，是当时南京青年作家相互交往以及他们通往

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说实话，这本刊物不只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诗人和小说家，还因办刊物聚集了南京美术界的朋友，

比如后来的于小韦、汤国、雷吉、任辉、任戎、李小山、毛焰、杨明等人。当然他们中有的本来就是诗人。”
[1]
就这样，当时南

京的一批青年作家因《他们》而聚集在一起：“聚会场所主要是蓝旗新村（后来是瑞金新村）韩东、小君夫妇家，然后是南大

中文系的宿舍，乃顾、李娟娟夫妇家，有时也去苏童和丁方执教的南京艺术学院，也定期不定期地去南京小九华山、鸡鸣寺和

鼓楼的茶馆聚会，大家见面总要拿出新写的作品来交流并供批评。”此外，“他们”的聚会场所还有“半坡村”“来吧”等。 

这种交往使得活跃在南京的其他文学社群和作家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最终走到了一起。当时的南京流行着“南大文学社”

和“南工文学社”（南工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一批南大学生“发起创办了南园文学社，组织了一些文学活动，并编辑了同仁

                                                        
3[1][2][4][5][6]小海：《〈他们〉记事》，〔杭州〕《西湖》2017年第1期。 

[3]小海：《关于〈他们〉》，〔武汉〕《美术文献》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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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南园文学》和《大路朝天》。这批同学中有杜马兰（杜骏飞）、贺奕、李冯（李劲松）、刘立杆（刘利民）、阿白（王

清华）、姜雷、曹旭、海力洪以及后几届的张生（张永胜）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他们》中的生力军”[2]。而朱文、

吴晨骏、于小韦、任辉等则属于“南工”群体。朱文正是通过“他们”诗群的于小韦认识了韩东；吴晨骏因为是南工诗社的社

长，自然与南大诗社的社长小海有了交往[3]。李冯、楚尘、赵刚、小海等也是通过各种文学聚会所认识的。因此，当时戏称“红

一方面军（南大）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南工）”。 

“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黏合性，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氛围：“我觉得‘他们’有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具体作者在这

个地方呼吸到的空气应该是比较自由的，不会有一种压倒性的美学主张排斥异己。大家实际上看重的还是一个才能问题。你用

什么方式去写并无关紧要。”[4]正是“他们”文学社的内部包容性，为南京青年作家的发展和在全国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也使得“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充满谈资和令人艳羡的“文学乌托邦”。韩东曾说：“如果让我来写文学史，我觉得这

个核心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一个‘他们’写作群，其实一切的渊源还是发自于《他们》，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断裂’，‘断裂’

的主要发动者，也是属于‘他们’写作群的。然后再谈到《芙蓉》，《芙蓉》就是说我担任了编辑，比如说有些参与了‘断裂’

或‘他们’的作家作品在上面发表。再谈到‘断裂丛书’，这么一个概念。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写作群的问题。”[5]4 

三、新状态文学和联网四重奏 

南京青年作家的集体登场、“他们”作家群的转型，应该归功于《钟山》杂志所倡导的“新状态文学”和其后《钟山》《作

家》《山花》《大家》四家刊物的“联网四重奏”。 

1994年第4期的《钟山》和1994年第3期的《文艺争鸣》两家刊物正式推出了“新状态文学特辑”，并联合发表了《文学：

迎接“新状态”——新状态文学缘起》：“一种新的文学走向日渐显露出来，这是90年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坛的‘新状态’所

导致的新的文学现象。当我们读到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刘心武的《四牌楼》、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朱苏进的《接近

于无限透明》等新发表的作品，当我们敏感地注意到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如陈染、韩东、何顿、鲁羊、张旻等正以其新锐的触角

切入当下文坛，当我们目睹着近年来一大批新老作家掀起的散文新潮正与80年代独领风骚的小说潮平分‘秋’色时，我们便不

能不感到当代文学已发生着的重大转折，新的文学状态正形成。我们将这种新走向的文学称之为‘新状态文学’。我们似乎意

识到‘状态’一词的确很能表达出当前中国文学与90年代文化状态和文化人状态之间的胶着关系。”[1] 

毫无疑问，“新状态文学”的提出是文学期刊和评论家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王干后来回溯发起“新状态”这段往事时说：

“文学载体由原来的刊物一枝独秀到多头进展，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文学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

击，文学期刊策划出一些‘旗帜’来也是为了招徕作家和读者，这实际上是期刊市场意识的觉醒。90年代的文学进入媒体时代

之后，不得不采用媒体时代的手法，对自己的刊物包装一下、策划一下。”
[2]
王干对“新状态文学”的回忆，揭示了20世纪90

年代文学期刊在市场语境下争夺文学资本的策略。 

作为90年代一次重要的文学活动，“新状态文学”虽然未能得到文学界和理论界的普遍认同，但是，在“新状态文学”的

旗帜下，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确实成为90年代文坛耀眼的闪光点，他们就是后来文坛所谓的“晚生代作家”或“新生代作家”。

从1994年第4期到1995年第6期，《钟山》杂志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共发表了韩东、朱文、鲁羊三人14篇中短篇小说。其中，

1995年第2期和1995年第6期，《钟山》以“江苏文学新人小说小辑”的栏目推出了朱文和鲁羊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

品的体裁都是中短篇小说。韩东、朱文、鲁羊等南京青年作家在《他们》时期主要是写诗歌，而在《钟山》推出“新状态文学”

时则已经转向了小说。毫无疑问，《钟山》推出的“新状态文学”，为韩东、朱文、鲁羊等的创作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平

                                                        
4[1][2]小海：《〈他们〉记事》，〔杭州〕《西湖》2017年第1期。 

[3]吴文光：《现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4]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38页。 

[5]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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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也借此奠定了以韩东、朱文、鲁羊等为代表的90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影响力基础。 

“联网四重奏”则是《钟山》进一步关注和推动新生代作家的实践。1994年7月，《山花》杂志在贵阳召开“八面来风”笔

会，《钟山》的王干参加了这次笔会，并提出了“联网”的想法：“会上谈论了好多的文学话题，特别就如何培养新一代作家

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跨世纪文学新人的造就不仅影响到本世纪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关系到二十世纪文学的繁荣。

推出新的实力派作家意义深远。 

而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勃兴，文学期刊的影响不免显得式微，既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新人身上，孤军奋战还不如协同合

作，联网势在必行，特别是远离‘中心’的边缘期刊(缺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天然条件)更需要进行联网。”[3]于是，

《钟山》杂志的王干受《山花》主编所托，联络了《钟山》《大家》《山花》和《作家》四份刊物（后来山东的《作家报》也

主动加入）。《大家》从1995年2期，《作家》《山花》以及《钟山》从1995 年第3 期试验性地开设了“联网四重奏”这一栏

目，“及时发现新人并向文坛推举，……为勃勃生机的黑马开辟广阔的原野，也为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提供机会”[4]5。 

这次活动历时 6年时间，先后推出的作家有：斯妤、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文浪、鲁羊、

李冯、丁天、夏商、陈家桥、王海玲、李洱、李大卫、刘庆、吴晨骏、卫慧、金仁顺、胡性能、叶弥、谢挺、心乱、朱珐、张

虎生、邢育森、早早等。从这次活动来看，“联网四重奏”中推出的作家，以江苏和东北地区的作家为多。其中，江苏作家是

这次“联网四重奏”作家中最多的，共 6 位作家：李冯、夏商、陈家桥、吴晨骏、朱文、鲁羊。其中，南京青年作家群在这次

的联网活动中，一共发表了 16篇作品，数量最多。这个作家名单里本来还有韩东，“后来韩东忙于写作一本《爱情力学》的著

作，就推辞了……”这或许和某一省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离不开《钟山》的大力举荐。 

虽然“联网四重奏”所发表的作品不尽如人意，但是“联网四重奏”这种编辑行为或期刊策划行为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思考。正如王干所说：“（联网四重奏）使并非新闻媒体的文学期刊获得了某种媒体的效应，是对作家和作品一种新颖的包装

法。……作家作品的同时，更重要是对这样一些年轻作家创作成绩和创作地位的确认。进入90年代后社会对年轻作家缺乏足够

的了解，新一代作家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很多年轻作家的‘崛起’不是由文坛推出来的，而是借助于文坛以外的力量

走上文坛的（比如影视）。‘联网四重奏’是想通过民间的方式来对有成绩和有潜力的青年作家进行确认和推举，以促进和鼓

励跨世纪文学新人的成长。”[1]1999年5月14日—21日，由《钟山》主办的“联网四重奏”第五届年会在江苏召开。会议认为，

由于四刊一报联网的成功运作和写作职业化倾向的双重影响，“联网”这种形式已趋于普泛，一位有实力的作家同时在几家刊

物发表小说作品的现象已不鲜见。从这个定义上讲，我们的“联网四重奏”已完成历史使命[2]。因此，这次年会的召开，标志着

“联网四重奏”推举新生代作家的使命已经结束。 

四、“断裂”以后 

1998年，“他们”作家群发起了一场文学史上的重要“断裂”事件。该事件由朱文、韩东、鲁羊发起，并委托吴晨骏、张

旻、李冯帮忙向全国73名作家发放了一份关于当前文学状况的问卷，并收回了55份（加朱文的一份共56份）。“断裂”问卷的

说明中说：“这一代或这一批作家出现的事实已不容争辩。在有关他们的描绘和议论中存在着通常的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同时，

这一代作家的道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鉴于以

上理由我提出这份问卷。”
[3]
“断裂”行动的问卷结果显示了一批作家对当前文学现状的不满、对文学制度的严厉抨击。因此，

“断裂”行动被认为是一次对传统文学秩序的挑战。参加这次行动的南京作家有：朱文、韩东、鲁羊、吴晨骏、楚尘、顾前、

刘立秆、赵刚、黄梵、朱朱、李小山、陈卫等；此外还有曾在南京生活学习过的海力洪、李冯、金海曙等南京作家群的作家，

                                                        
5[1] 《文学：迎接“新状态”——新状态文学缘起》，〔南京〕《钟山》1994年第4期。 

[2]王干：《边缘与暧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3]王干：《联网四重奏》，〔北京〕《青年文学》2001年第7期。 

[4] 《编者按》，〔北京〕《作家》199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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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时还在江苏其他市县的作家，如魏微、王大进、陈卫、罗望子、朱辉、林舟、荆歌等。对于这次行动，《南方周末》（1998

年8月21日）曾发表了《一份挑战文学秩序的问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也发表了朱文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

六份答卷》以及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等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志性

文学事件。 

虽然韩东说“‘断裂’以后很多事情再也不来找我们了”[4]，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南京青年作家的影

响力，一些文学刊物如《芙蓉》《作家》《青年文学》《大家》等刊物仍然发表了不少南京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断裂”

以后发表南京青年作家作品最多的是《芙蓉》和《作家》。“《芙蓉》1980年创刊到韩东成为编辑之前，除了韩东在98年的第1

期发过一篇《投入感情》外，可以说九十年代南京作家中没有其他人在上面发过小说。”[5]尽管韩东强调这与“断裂”的关系不

大，“这个杂志也是择优录取，没有这种关系，没有参与了‘断裂’的人就有优先权，没有这个概念”
[6]6
，但在韩东1999年到

2001年担任编辑期间，《芙蓉》确实发表了很多南京青年作家的作品（共28篇，其中3篇是创作谈或理论文章，25篇是小说）。

另一份刊物是《作家》。《作家》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共发表了南京青年作家的39篇小说和4篇访谈。其中，1998年和1999

年是发表数量最多的年份，分别发表了16篇和14篇。有意思的是，2000年以后，《作家》发表南京青年作家的作品数量骤减，

2000年和2001年各发表了4篇，2002年只发表了1篇[1]。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2000年后南京青年作家群影响力的消退。 

南京青年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们”文学社成员的推荐。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韩东。韩东积极借助自己所认识的文

学期刊主编、编辑，向一些文学大刊推荐南京青年作家的作品。他向程永新推荐过李冯和朱文的作品“: 向你推荐李冯的一篇

小说，我认为非常之好，是真正的‘专业水准”；“九十年代，韩东推荐了朱文，我发表了朱文的《小羊皮钮扣》。”[2]韩东还

向《人民文学》的李敬泽推荐了黄梵的小说《同床共枕》，这之后《人民文学》发表了黄梵的小说《花瓶》
[3]
。 

韩东还通过丛书出版积极推荐南京青年作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当属《断裂丛书》和《年代诗选》。《断裂丛书》出版了

两辑，第一辑共六本，1999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韩东任主编，包括楚尘的《有限的交往》、吴晨骏的《明朝书生》、顾前的

《萎靡不振》、贺奕的《伪生活》、金海曙的《深度焦虑》、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第二辑共四本，2001年由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楚尘任主编，包括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张旻的《爱情与堕落》、鲁羊

的《在北京奔跑》。《断裂丛书》除上海的张旻以外，其他的都是南京青年作家群成员。 

在谈及这套丛书的编选思路时，韩东说：“当时‘断裂丛书’的第一辑，是海天出版社的，当时他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概

念是要编我跟朱文等几个业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让我来主编，后来我说兴趣不大，后来我说还有一些写得很好的……就是我

读他们的东西，像顾前写了这么多年，就是没有办法出，所以当时就定了六个人。”[4]7因此，《断裂丛书》的作者也是出于推

出南京青年作家的考虑。此外，韩东还主编了两辑《年代诗选》（每辑10本），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的作者主要是

“他们”作家群成员，其中南京青年作家作品包括：2002年于小韦的《火车》、鲁羊的《我仍然无法深知》、朱文的《他们不

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2003年刘立杆的《低飞》、吴晨骏的《棉花小球》、杜马兰的《合唱团》、小海的《必须弯腰拔草到

午后》。 

五、结语 

                                                        
6[1]王干：《联网四重奏》，〔北京〕《青年文学》2001年第7期。 

[2] 《联网四重奏 明年将有新举措》，〔北京〕《作家》1999年第7期。 

[3]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4]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3页。 

[5][6]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 42页，第 156页。 
7[1][4]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47页，第41页。 

[2]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第181页。 

[3]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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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行动之后，以“他们”为核心的南京青年作家群已经基本瓦解，但这个群体的文学创作和他们的文学行动已经

成为 90年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出现，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文学场域推动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

样本。 

总体来说，这一文学场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他们”文学社所营造的文学交往空间。正是通过这个公共交往空间，

南京青年作家得以汇聚交流，并且较好地整合了南京及江苏的青年作家，甚至其他省市的青年作家；二是“他们”文学社所搭

建的文学发表平台，尤其是韩东在编辑《芙蓉》、出版《断裂丛书》《年代诗选》等方面对南京青年作家的推荐；三是《钟山》

《山花》《作家》《大家》等文学期刊，特别是它们所策划的“新状态文学”和“联网四重奏”等，让南京青年作家崭露头角。

因此可以说，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出现，见证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作家、文学期刊、文学社团等共同构成的文学生产场域与文

学的互动发展，是 20世纪 80、90年代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