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5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
湖南省作家协会、株洲市委宣传部、湖南文艺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创作研讨会”
在京举行，包括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李敬泽在内的十数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
讨，并就《城堡之外》的作品风貌、文学意义以及由此
彰显的文艺方向等进行了主题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长篇小说《城堡之外》
以血脉亲情作为故事原点，将时代巨变放置在小人
物的日常细节中再现，记录了几代人跨越百年的信
仰追寻，呈现出乡土情怀和家国情怀在当代的悠远
回响，延续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学力作，正如株洲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江小忠在研讨会现场致辞所言：“《城堡
之外》通过人物写出了辉煌的发展历史，是株洲从新
中国新建重点工业城市到加速崛起的制造名城的梳
理，既有文学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辑录整理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部分发言
实录，多方位呈现这部“既有文学价值，也有现实意
义”，且与株洲紧密相关的长篇小说的不同风貌。

一个静水深流似的写作者
万宁 30 年来一直没放弃写作，她以自身经验和

所见所感，在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和社会变化当中掂

量着，思考着。她是一个静水深流的、有力量的、沉

着的，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而对我们的时代和社

会作出自己的想象和书写的作家。中国乡村现实的

巨大变化，要求我们作家对于整个乡村的认知结构

也要作出重大的变化和调整，需要我们一代代作

家，去寻塑和建构出新的认知方向和想象方向。这

部《城堡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对我们在新时代的巨变中，探索如何去讲述，去形

成一个讲故事的角度和方法，取得了值得珍视的进

展。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作品延续着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视

家庭建设，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把实现个人梦、家

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城堡之外》通过细

微的频繁、琐碎、细节讲述了历史大潮当中的百年

冲击下，血脉亲情反复遭遇断裂和重建的故事，在

这当中个体的命运早与家运、国运联系在一起，见

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万

宁是血脉亲清的追溯者，也是家国情怀的守护者，

她的作品延续着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

除此之外，万宁将地缘美学密码放在一个长时

段的历史当中加系呈现，生动展现了湖湘地区几代

人的命运沉浮与精神品格。小说同时也承载着丰富

的传统民俗、民间传说、价值信仰和处世哲学。

陈新文（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杂志社社长）

巧妙的构建与创作功底
《城堡之外》立足中国现实，根植中国土地，突

出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建党 100 周年辉煌成就

的主题，有大量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切与思

考，落笔在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上，有建

设者奋斗后的辉煌与迷惘，更有现实的理念与悲

情。作品巧妙地将几代人跨越的家国情怀，融入日

常的事件之中，将历史的传奇、家庭的密切，各种宏

大叙事元素交织在一起，显示了巧妙的构建与创作

功底。

胡平（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值得一读再读的作品
这是万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往往意味着

新颖，或者说新锐的东西在里面，在艺术呈现上也

许会有些许不足，这部作品表现得尤其明显。我看

的时候就觉得，作品想写的东西很多，写了很多小

家庭，写了很多地方，好像各有各的线索，各有各的

板块，彼此间的勾连和整体性也好像不够，阅读起

来有种很复杂的感觉，觉得像是一盘散沙、一团乱

麻，但是看完之后你再想，又像一壶老酒、一杯浓

茶，值得反复回味，这种感觉很奇妙。

在我看来，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有些东西

她想透了，有些没想透，有些东西想清楚了，有些却

没想清楚，一股脑地搁进来，恰恰造成了作品的丰

富性。这部作品看一遍是不行的，我觉得需要慢慢

品。

白烨（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授）

作品最终讲的还是女性的命运
这个作品最终还是讲女性的命运，这些女性在

不同时代所遭遇到的命运。对于女性来说，她最终

的归宿，不管怎么独立，不管多强，最后的归宿总归

是家庭，在家庭方面各有辛酸，各有想得到的和没

有得到的幻灭的东西。题目《城堡之外》，“城堡”是

不是可以理解成女性筑起的一个比较安全的、防止

外部侵入的生理空间或者心理空间。但它又强调

“城堡之外”，那么这个“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实际

上这个城堡也时常遭到入侵，理想的破灭，家庭的

破碎，不同时代的女性都面临着不同的冲击。一方

面要出去，一方面又要戒备，不同时代都遇到了不

同的问题。

另外，这部作品里还可以看到作家对传统文化

的敬畏。书里能看到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历史文化

对我们当今生活的影响，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他的

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也给这

部小说赋予了一种探索性，尽管不一定被所有人接

受，但作者通过小说给我们提供的意蕴、追求还是

非常值得肯定的。

梁鸿鹰（作家、诗人，《文艺报》总编辑）

清晰的结构呈现复杂的内容
这部作品突出的中心内容是，不同时代背景

下，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万宁写出了不同时代下

不同个体的命运，把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紧紧结合

在一起，通过个体、家庭、家族的命运写出了国家几

十年的变迁，是非常有意义的。

尤为重要的是，书中写了好几个家族近百年的

浮沉起伏，却复杂而不混乱，通过郁澍、蓝青林两个

年轻人的生活串联起来，多线条呈现，结构非常清

晰，也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这么短的篇幅表

达这么多的内容，结构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第一部

长篇，就能够以这样一种结构，把这样的复杂关系

写得这么清晰，这是非常难得的。

小说中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体来

讲语言比较沉静沉稳，但从写作技巧而言，叙事张

力稍有欠缺，存在一些介绍性的文字，这种叙事方

式，稍微影响了故事的张力。

何弘（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

点赞作品的语言美与诗意美
万宁的《城堡之外》给我们呈现了什么？

第一是呈现了婚姻家庭的世俗生活 、人间烟

火。第一个页码翻开，就是湘西的古罗村，那种柴米

油盐、人间烟火，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第二是呈现了人类命运与时代社会所交织的

风雨、风云、风光、风景。人的命运永远被时代和社

会裹胁和左右，同时也被这种裹胁推动着改变历

史。尤其是工业重镇枫城的命运缩写，浸透了现实

的凛冽与悲情。

第三则是呈现了人性的温暖，比如麦含芳与外

孙女的隔代亲情，虽是祖孙又情同母女，又好似姐

妹，我是第一次看见，很难得。

最后，我想点赞这部作品的语言美和诗意美，

书中神出鬼没的想象和比喻层出不穷，在语言上完

全是脱胎换骨的一种美感。短篇小说或短篇散文中

做到通体诗性并不难，但当代长篇小说能从头到尾

贯穿语言美的作品并不多见，《城堡之外》的语言细

腻浪漫，为小说不同人物之间的生动组合增色不

少。

彭学明（作家、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创作联络
部主任）

对现代家庭的思考
《城堡之外》构思精巧，暗藏着深厚寓意，是一

部需要读者去破解的小说佳作。万宁在小说中豪气

十足地启动了多条叙述线，有家族叙事、革命叙事、

乡土叙事，每一条叙述线都各自意味着一种叙事模

式，而且每一条都指向宏大叙事，最终又没有让这

些叙事任意扩展，而将其归于一个中心。就像湖南

的地理一样，湖南的大地上流着四条江河，最后都

归入到洞庭湖中，我觉得这部小说也有一个洞庭

湖，在我看来，就是“家庭”。

小说的重点是对家庭的书写，以及对现代家庭

的思考，万宁通过一家三代，呈现了不同的家庭状

态，揭示了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家庭

观念一直处于被扭曲的真相。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大

潮流下，文学基本上是将家庭作为批判对象来处理

的。因为封建的家庭与传统礼教约束人的个性、扼

杀人的个性和自由，这种新文化运动的进程现在来

看完全是合理的。但今天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家

庭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客观认识家庭的价值

和意义，就特别需要文学创作来关注社会热点，万

宁的《城堡之外》正是从这样一个社会热点出发，所

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城堡之外》就是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家庭，反

思了家庭在缺乏亲情的情景下，所造成的深远的后

遗症，同时也是通过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表达了

她对家庭和婚姻的尚不是很清晰却又很坚定的美

好想象。

贺绍俊（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文本上的独创性
《城堡之外》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底蕴深厚，线

索交叉复杂，让人感受非常多。

第一，这是一个家族叙事。通过一个小家庭的

小两口，郁澍和蓝青林为人物起点，辐射到他们各

自的家族，并以此为主线来叙述故事，反映这个过

程当中的社会变革，家庭变故，从不同的侧面写出

中国现当代一部分的历史。

第二，这也是一个文化叙事，尤其是一种地域

文化和乡土文化，包括村落文化的叙事。随着现代

化的进程，很多乡土的东西都没落了，万宁在书中

努力地拾起了这些，比如说七月半大家迎接祖先的

灵魂回来，写得非常的诗情画意，语言极美，这是一

种对乡土文化的重建，尤其难得。

第三，这也是一个根性的叙述。是有根的写作，

而不是浮在表面上的写作。书中的每个人都在寻找

自己的来处，也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安排好每个

人的归处，这种强烈的命运感，在文本上非常有特

点，也有难得的价值和意义。

程绍武（作家，《中国作家》主编）

独特南方气质的女性书写
《城堡之外》是一部有深切现实关怀和独特南

方气质的女性书写，小说塑造出郁寒雨、蓝青林、沐

上川、麦含芳等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每一个“她”

都不同。女性气质、网络时代、南方风物、湖湘方言、

畲族风俗、古村落文化、现代乡村文旅等独具审美

特性的地方性叙事在作家笔下尽显，使故事散发出

一种蓬勃魔幻与敏锐自省、女性悲情与万物欢欣相

融的诗化风格，展示出作者深入历史与时代的文学

自觉，以及不俗的对生活的还原能力和艺术表现

力。

张燕玲（作家、文学评论家，《南方文坛》主编）

有女性的思考，也有湖南气质
《城堡之外》有非常强大的女性视角，也有深入

的女性思考，万宁对世界万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女性和社会，女性和家庭的思考，等等，都融入

到这个作品里。

好的女性文学应该有克制力，以往的女性文学

会控诉男人有多差，整个时代如何抛弃我们，或者

如何压迫，是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但这个作品

我非常欣赏的是它远离了受害者思维，就是在一个

女性的不幸的过程里边，不一定是对方，也可能是

你自己，当这样去远离受害者思维的时候，就是这

个独立的现代的女性形象或者女性思考者的形象

在作品里出现，这是让我特别欣赏的一点。

当然，之前也有老师提到，万宁想写的东西太

多了，技术上还有些驾驭不了，有些细节需要砍掉。

整体而言，我觉得这是一部让人非常有切肤感

的作品，有女性的思考，也有湖南气质，在那里边我

更了解了湖南的生活。

张莉（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部难得的女性之书
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而言，《城堡之外》是散

点一位的多重视角结构，既是对传统小说结构技法

的传承和学习，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创新，读的时

候并不觉得散乱，反而有一种一步步闯关，既有悬

疑，但又有悬疑解开后的酣畅淋漓的快感。

其次，正如燕玲老师和张莉老师所说，《城堡之

外》是一部女性之书，是发出女性强大力量声音的

女性的书写。然而这种女性声音，并不是张牙舞爪

的，而是以中国传统的含蓄、隐忍但又强大、绵长的

力量来呈现。这既是万宁在作品里塑造的女性形象

的美的精神特征，也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总

之，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既是现实主义，但又充满

诗意和理想主义的女性之书。

张战（作家、诗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

难得的文本创作形式
《城堡之外》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有一个现实

的外壳，即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湘西古村落，通过一

对年轻情侣的现实生活串联起几个家族的大历史，

使小说有了容量、文学性和情感的浓度。

万宁作为女性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发挥了她擅

长写情感的优长，通过三代人的情感，去呈现中国

女性对婚姻、家庭、爱情、个人幸福的追求，使得小

说在乡村建设的内容之内，容纳了几代人对于情感

家庭、个人命运的探索，特别有意思。

就小说的叙事而言，也是非常绵密的、平缓的、

外柔内刚的叙事，语言优雅而恬静，在不断变换的

叙述角度中，把家族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繁而不

乱地交代出来，是非常难得的文本创作形式。

饶翔（评论家，《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

有新意的小说
小说写三代人，众多人物以女性为主，形象都

称得上是枝繁叶茂，生命的来处、困扰、家庭、内心

轨迹，呈现得非常清晰，甚至我们能够看到人物生

命枝叶上的水珠，也能看到根脉上沾的泥土。

前面大家分析城堡这个意象，我却更看中小说

结尾里发现了城堡的暗道——年轻人通过自己的

方式找到暗道，去克服困扰他们祖辈和他们自己的

生活和婚姻的困惑，背后血亲的融合，是一种特别

巧妙的设计。

以前我们谈到家庭就是爱情的对立面，在两个

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爱情的关系和家族的血亲的

关系，是如何互相支撑的，这是我觉得这个小说非

常有新意的地方。

徐晨亮（评论家，《当代》杂志执行主编）

一部可以读的小说
小说分两类，一类是可以评的，一类是可以读

的。可以评的是指作家有非常好的想法，把故事表

达出来，我们可以从这类小说里读出作家对生活的

观念和看法，读出我们想表达的内容；可以读的小

说是指小说家有非常好的故事，故事写出来后可能

没有具体想表达的看法，但故事本身可以生长，可

以长出血脉和影子，故事本身就在向读者讲述内容

和意义。

在我看来，《城堡之外》正是这类可以读的小

说，当郁澍和蓝青林在古罗村相遇，对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种疗愈。遇到这本书是种幸运，让我们从当

下的生活中抽身暂离，达到了心灵的某种宁静。感

谢万宁老师，也祝贺万宁老师。

岳雯（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

婚姻样本的剖析
我是把《城堡之外》当做一个婚姻的样本的剖

析来读的。三代人，四个家庭，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风云多么激荡，婚姻的样态以及夫妻相处的模式，

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在这些婚姻当中，作者写出了女性之美，同时

也写出了对男性的一些批判，但最终，还是留下了

希望，让郁澍和蓝青林能够在古罗村这样一个世外

桃源的地方，继续爱的坚守，也让读者在最后不至

于很绝望。

陈涛（作家，中国作家网主编）

一代比一代更懂得爱
万宁老师通过《城堡之外》告诉我们，随着中国

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也一代比

一代更会爱，更具备爱的能力，更懂得爱，更珍视

爱，并且我们质询父母辈为什么婚姻中出现那么多

问题，小说中明朗乐观的情绪，在于她相信一代比

一代更懂得爱，更珍视我们这种现实安好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万宁老师以后要继续创作，以她创

作的能力，还有作为新闻工作者对生活经验的把

握，也使她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也希望她在

驾驭复杂的叙事结构时，能够在技术上更精进一

些。

李蔚超（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
行主编）

传统人文关系的缅怀与重新发现
“城堡”喻指着曾经的传统人伦关系，是乡土中

国和农耕社会美好的一面，也是当下正在凋敝的一

面。作者万宁试图借助对“城堡”的重新发现来赋予

传统的人伦关系，对其重新挖掘并赋予辉煌。此外，

小说中对民俗传统的表现，比如对唱山歌等习俗的

演绎，也可理解为是对传统人文关系的一种缅怀与

重新发现。

宋嵩（评论家，《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

对生命的执着的信念
《城堡之外》有几个鲜明的维度或者说几个重

要的坐标。一个是传统与现代，这里面有一些传统

文化的东西，精神血脉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现代

的精神的注入；第二个坐标，历史与现实，也就是写

这样两个大的家族，两个大的家族的三代人的历史

沿革命运，既是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历史，也是折射

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的变迁，是历史和现实交汇的一

个坐标点。

万宁笔下的女性，确实让人看到的都是希望和

美好，每个女性身上都带着伤痕，但每个人都能够

和自己和解，接纳自己。这些女性也让我们看到古

莲开花式的生命的生生不息，也能看到作者对生命

的执着的信念。

我个人觉得这部书可读性非常高，当然万宁也

可能确实想多挖几个坑，多填几个坑，让故事更密

集一点，坑挖得多了一些，填坑应接不暇，算是个小

遗憾吧。

李朝全（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本版内容系专家发言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

专家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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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学者热议现实主义文学力作

郭亮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