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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将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一分为二，一类速生速朽，获奖成为时尚
话题，但转身便沉寂于大海；另一类不但当时获得
认可，且越往后越增值。不只是茅奖，同样是中国作
协主办的文学大奖——— 鲁迅文学奖也被质疑有这
个情况：阅读率不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对于“不食人间烟火”，解释有多种。有人说诺
贝尔文学奖还总是“引起蛙声一片”呢，对一次评奖
来说，获奖作品不一定好是正常的，大家宽容一点
嘛。但也有人质疑，四年一届的全国性长篇小说大
奖，快赶上奥运会了。才评选出五部，选出个靠谱点
的应该不难吧？若总是有平庸的坏作品出现，可就
让人难以接受了。

“总体上说，茅奖离主管机构很近，离人民和市
场很远。”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朱大可毫不留情地
概括。跟朱大可一样，不少人觉得茅奖评奖标准太遵
循官方价值观，甚至某百科上称其遵守的是“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美学。但对于这个说法，一位茅奖评委
认为已经过时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茅奖诞生之初
时的情况。

对于网友列出的几大茅奖热门作品，专栏作家、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王晓渔认为，结果未
必如普通读者所料。据其观察，每一届茅奖获奖作品
里都会有几部“非常有文学性”的作品，也会有几部
主旋律作品获奖。王晓渔认为，作协的评委们并非辨
别不出这些作品文学性的高低差异，只是他们扛着
弘扬主旋律的光荣任务。“选出的作品太过注重文学
性会不符合它的宗旨，太主旋律又怕削弱这个奖项
的影响力。”

在一些评论家那里，“主旋律”也被解释成茅奖
独特的审美倾向。文学评论家、四届茅奖资深评委雷
达这样解释：偏好宏大叙事、厚重史诗性作品，倚重
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历史题材。

茅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而“弘扬主旋
律”是光明正大地写在茅奖纲领文件里的。《茅盾文
学奖评奖条例》中这样规定：“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文
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努力推
出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
的优秀作品。”

当然，主旋律和文学性并不冲突，是可以相辅相
成的，而茅盾文学奖也一直是这两者掺和着来。

茅奖的口味：

主旋律、文学性掺着来

冻死我们之后，

请让最终结果温暖大家

其实，茅盾文学奖有自己独特的口味不要紧，要
紧的是，任何一种口味都不要变成全民的口味，换成
书面语来说，就是要打破对文学奖的垄断。

在国外，一些国家会设置很多文学奖项，设置奖
项条件宽松，领域更加细分，几乎是你想设奖就可以
设。比如，日本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有四五百个，纯
文学性奖项里，除了比较有名的川端康成文学奖，还
有著名的江户川乱步奖，通俗小说、推理小说等也有
众多奖项。种种奖项拼得是公信力，没有公信力的话
就没人知道，你顶多也就自得其乐罢了。时间长了，
就连各个奖项之间也形成了竞争。

而在中国，文学奖项相对来说较少。民间奖项设
立被严格限制，比如南方某个开设了十几年的文学
奖，为规避限制，曾一度使用“庆典”这个词来代替

“大奖”。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于国外文学奖项百家争

鸣、以文学价值取胜的景象，茅奖和鲁奖这些顶尖的
国内文学大奖似乎更胜在其体制内写作者的价值。
比如鲁迅文学奖，不管作品在民间评价如何，在作协
系统和政府系统评估里确实有重要的位置。对获奖
者来说，如果拿到了茅奖或鲁奖，在体制内混一生都
足够了。不但行政级别上得去，房子也能分到，各地
另有一大笔奖金奖励，成为地方作协主席或者副主
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一个省份或者地方来说，当年度省内有多
少作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或者茅盾文学奖，这是非
常重要的政绩，甚至有通过公关拿奖的种种传言。从
这个角度看，这些文学大奖几乎变成了政绩的一部
分，它的价值在体制内，而非对公众和文学本身。

此外，随着公众选择和参照系统的多样化，越来
越“圈子化”的文学奖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在衰减，如
今普通读者谈起这些奖项，已经远不如上世纪80年
代时那么敬重。再加上近年来屡屡爆出的奇葩获奖
作品和跑奖、互掐传闻，让这些大奖从严肃文学的领
域迈向了狗血闹剧的泥潭。在周啸天的“口水诗”让
人大跌眼镜，阿来的报告文学作品被鲁迅文学奖零
票刷下之后，我们很难猜测这次又会是哪些作品拿
下这些大奖。只能肯定的是，每次获奖总会有那么让
人吐槽的一两部。

出于质疑，近年来茅盾文学奖也在进行自我完
善。从上届开始实行的实名制分轮投票、网上实时公
布每轮投票结果来看，主办方确实也在下力气接地
气，挽救这个国家大奖的影响力。总体上来说，上一
届茅奖由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组成的
获奖阵容，相比前几届似乎更符合大众预期。只是不
知道此次茅奖在公布了一个超长超冷的参评作品名
单后，会不会在最终结果上温暖我们一下。

茅茅奖奖，，冰冰得得烫烫手手

文学场“招安”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这几年，一直有一个疑问伴随着茅盾文学奖，为什么得奖的作家大多是各地方
作协主席、副主席？是因为他们得了茅盾文学奖被“提拔”，还是因为他们是作协主
席、副主席所以更容易得到茅奖？在普通读者眼里，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
惑。

今年评选的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以第八届茅奖为例，在其中一轮评选中，前
十名里有八位是各地作协主席或副主席，舆论一片哗然，说不如干脆就叫主席文学
奖算了。

其实，对这一点，还是要为它申辩一下。专栏作家侯虹斌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并不是因为茅奖只奖官员，而是作协把有名气的、被认可的作家都招纳做了作协
官员，写而优则仕，力求‘野无遗珠’。”

这就要提到中国文学场里的“招安”。长久以来，中国作协一直在吸引有市场、
有人气的作家进入体制。2008年前后，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80后网络作家被招进作
协一事曾成为新闻热点。前两年，湖北省作协收编众多网络作家也因为某作家被发
帖质疑，成为舆论关注热点。

与此同时，中国作协和很多地方作协，都推选在文坛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担
任主席、副主席，比如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麦家、张炜等，这些文化官员同时也
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精力。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李敬泽对主席得奖的破解颇具水平：“一个读
者买刘震云书的时候，他知道刘震云是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吗？买毕飞宇的书，他
知道毕飞宇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吗？一个读者在乎这些问题吗？反过来说，一个奖
评完了，五位也好，十位也好，一个主席、副主席都没有，这是不是更大的新闻呢？你
们选了些什么人当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呢？”

“在这种情况下，茅奖或鲁奖，在外界看起来，就像是专门颁给文化官员一样
了。一个奖与官场的关系如此紧密，难免瓜田李下；严肃性和神圣性，就这样被消解
了，各种猜测纷至沓来，而且，无法证伪。”侯虹斌写道。

莫言、毕飞宇，翻看一下第八届茅奖的获奖者名单，他们确实早该获奖了。可
是，有些大腕获奖所依托的作品并非是他们最好的作品，甚至不是这个时段内最好
的作品。根本上，这是把评奖标准从作品转到了作家。大腕拿奖，相比于爆冷门，确
实更为稳妥，大家更服气。但坏处是这个时段的一些优秀作品会被掩盖，新人更难
通过这些大奖出头了。

总之，不管茅奖怎么评，总会引发一堆口水。然而，当你知道茅奖奖金及各种奖
励加起来最多能达到500万，你就知道大家的口水完全可以理解。这么一块大肥肉
摆在眼前，具体的评奖细节大家又看不到，质疑翻飞再正常不过了。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
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从右至左)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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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1977—1981)：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魏巍，《东方》
莫应丰，《将军吟》
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

古华，《芙蓉镇》
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
第二届(1982—1984)：
李准，《黄河东流去》
张洁，《沉重的翅膀》(修订本)

刘心武，《钟鼓楼》
第三届(1985—1988)：
路遥，《平凡的世界》
凌力，《少年天子》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
刘白羽，《第二个太阳》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荣誉奖
萧克，《浴血罗霄》
徐兴业，《金瓯缺》
第四届(1989—1994)

王火，《战争和人》(一、二、三)

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

刘斯奋，《白门柳》(一、二)

刘玉民，《骚动之秋》
第五届(1995—1998)：
张平，《抉择》
阿来，《尘埃落定》
王安忆，《长恨歌》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

第六届(1999—2002)：
熊召政，《张居正》
张洁，《无字》
徐贵祥，《历史的天空》
柳建伟，《英雄时代》
宗璞，《东藏记》
第七届(2003—2006)：
贾平凹，《秦腔》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周大新，《湖光山色》
麦家，《暗算》
第八届(2007—2010)：
张炜，《你在高原》
刘醒龙，《天行者》
莫言，《蛙》
毕飞宇，《推拿》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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