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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流行的今天，文字依然
是记录生活的重要方式。 在小红书平
台“生活记录”话题下，作者每天发布
的文字数量接近 1 亿。

和传统写作不同，这些生活记录
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客厅的沙发、
卧室的梳妆台、公园的长椅、通勤的
公交地铁上……在社交平台上，写作
记录生活，也成为生活本身。

在社交平台上记录生活

社交平台上有大量普通人对日

常生活的记录。 为了让更多普通人的
书写“被看见”，2024 年 9 月，小红书
发起“身边写作大赛”，面向全站用户
征集非虚构故事， 共收到 2.3 万多篇
稿件，总字数接近 1200万。 这些作品
折射出生活的不同面貌，有记录亚马
孙丛林的探险、 有职场中的摸爬滚
打、有在他乡的酸甜苦辣，也有对百
年前故人的回望。

近日， 该项比赛的颁奖礼举行。
获奖作者中有退休老人、80 后妈妈，
也有 30 岁出头的“打工人”。 获奖作
品里，《老伴儿的生平》 用近 1.5 万字
的篇幅，连载了已故老伴儿平凡的一
生。 “你来时没有天显异象，你走时也
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普通人平庸人。”70 岁的作者“我恋
禾谷”拿纸笔连写了 3 天，再用语音
转成文字，传到网上。

博主“奔跑吧蜗牛 ”拖家带口来
到广州做电话销售。 面对工作压力，
他不愿和家人倾诉，选择在社交平台

上记录。 幽默的文风、不向生活低头
的态度让他收获了不少读者。 “这是
我留下来的证据， 也是我的励志故
事。 ”“奔跑吧蜗牛”写道。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认
为这些作者是 “生活记录者”：“他们
写下的每个字都不油腻，没有被形容
词规训过， 也不受现代派文体诱惑，
他们的动词、名词都充满力量。 ”

在历史学家、《茶馆》作者王笛眼
里， 这些记录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
将成为“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档案
馆”。 他还将社交平台视作“新时代的
茶馆”：茶馆里的漫谈、聊天虽然属于
私人行为，但同样具备公共属性。

作品创作专注内心表达

当短视频与直播在新媒体平台

蓬勃发展的时候，文字依然有着不可
被替代的优势。

文字更加纯粹 ，更少被 “异化 ”。
当更多人的创作目的首先是表达自

我而非赢得关注时，作品创作也就再
次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很多人珍视文
字的价值， 他们或许不是表达者，但
会仔细地阅读、思考、评论，这些反馈
给了创作者更多动力，让他们知道写
的内容触达真实的人，而不是在一个
空壳子里自说自话。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

为， 这些作者都不是以文学为业的
人，但他们也证明了在这样一个视频
和图像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
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经慨叹忧
虑道，讲故事的人在现代正在消失。 ”
李敬泽表示，“但我现在可以非常有
信心地说： 讲故事的人没有消失，听
故事的人也没有消失。 通过互联网，
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

的房间，在这里，人们不仅确认了自
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自己的世
界。 ”

写作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写作并非要在准备万全的时刻
才会发生，很多想法转瞬即逝，我在
哪里，哪里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房间。 ”
博主“旺仔秋秋糖”表示。

写作往往被看作是需要正襟危

坐的事情， 而社交平台上的作者更
加自然随性， 没有太多的刻意规划
与限制。 客厅的沙发、 卧室的梳妆
台、 公园的长椅、 通勤的公交地铁
上……日常生活的每个场景 ， 都可
能成为触发写作的地点。 在日常的
生活角落里 ， 他们用文字建造了
“自己的房间”。

作品的发布也没有明确的时间。
晚上发布的人最多，达到 45.8%，也有
27.9%的人会在上午发布， 可能在通
勤路上，构思、发布，一气呵成。 灵感
随时出现，写作也会随时发生，写作
形式也更加自在，往往最初只是几则
笔记，很少考虑结构和形式，只是注
重表达内心真实想法，最终这些片段
汇聚成有关生活的作品。

在“身边写作大赛”入围作者当

中，有 7 个人不打草稿，占比 46%。 在
社交平台上，人们可以主导自己的写
作，自由选择主题，掌控写作节奏，选
择写作素材。 越来越多非职业写作
者，也开始自己的写作，发出自己的
声音。 个体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
者，而是积极的思考者和参与者。

第一人称写作更关注“身边”
关注具体的事，写身边的人———

在社交平台上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会
使用第一人称，用“我”的眼睛去看，
强调“我”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以全
知视角去讲述见不到个体的普遍意

义。
身边的那些小事 ， 人们惯见熟

闻，习而相忘，并不当作具有文学意
义的瞬间。 其中的一些经验，往往因
为社会飞速向前而从时代后视镜中

消失，但在某些个体的视角下，这些
水面之下的事情保留下来，有了被表
达被看见的机会。

1200 多名网友在博主 “Toni 的
福”的故事《重生之我在英国当陪读》
中看到了自己；5000 位以上妈妈愿意
像博主“云溪”一样给孩子自己的天
地；2 万个销售同行陪着博主“奔跑吧
蜗牛”从头再来……社交平台的写作
者希望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更真实、有
深度的交流，而不仅仅是追求点赞和
关注数量。 当在网络上找到了第一个
读者，有了最早的反馈，他们便有了
写下去的动力。

（摘自《中国青年网》 ）

随时随地用文字记录生活
□ 陈斯

文学观察

������鲁迅的春节有些独特，当别人都
在年夜饭的浓郁氛围里推杯换盏的

时候，鲁迅却忙着搞收藏。
从 1912 年赴教育部任职到 1926

年离开北京南下福建厦门教书，鲁迅
在北京度过了 14 个春节。 每一年的
春节鲁迅只做两件事， 一是读书写
作，二是收藏旧物。

鲁迅收藏的范围较广 ， 收获颇
丰， 他最喜欢收藏的物品主要有三
类： 一是古代碑帖和画像石拓本，二
是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三是各类中外
版画。 这在《鲁迅日记》里都有较为详
细的记载。

如 1913 年， 鲁迅独自住在北京

的绍兴会馆，除夕这天他去琉璃厂逛
古玩市场，其间花一块大洋买进一件
道光窑豇豆色胆瓶。 1914 年，鲁迅的
月薪增至 300 块大洋， 是年春节，他
在小市地摊上发现一枚南宋的端平

通宝折三钱。 这是一种稀少的钱币，
混在南宋钱中不被买者注意，鲁迅以
30个铜元买下，连连称“佳”。

1915 年的春节是鲁迅淘宝最多
的一次。 他和友人季自求去厂甸，在
和平门外购得宋元时期古钱币 4 枚、
新莽时期的“壮泉四十”1 枚、新莽“大
布黄千”2 枚。 除夕，鲁迅和吴宓结伴
再次前往琉璃厂淘宝。 正月十四这
天，鲁迅淘到“直百小泉”1 枚、“大平

百金”鹅眼泉 1 枚、“汉元通宝”平泉 1
枚。 不过鲁迅后来发现那枚新莽“壮
泉四十”是伪造币，尽管购买这枚钱
币只花了 20 个铜元， 但是鲁迅深感
古币市场鱼龙混杂不易辨识，于是便
把淘宝的视线转移到了碑帖和画像

石拓本上，因为这是鲁迅的强项。
此后的每年春节，鲁迅照旧忙于

收藏。 《鲁迅日记》里记载，1916 年正
月初十，“买 《武平造象》《武定残碑》
拓本各一枚……又《李宪墓志》拓本
一枚”。 1918 年除夕，“买《曹续生铭》
《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 正
月十四，“在德古斋买《元纂墓志》《兰
夫人墓志》各一枚”。

1926 年南下以后， 鲁迅辗转厦
门 、广州 ，并于 1927 年 10 月抵达上
海。 此后上海沦陷，鲁迅一家为躲避
战乱多次搬家， 以至于 1932 年的春
节，鲁迅是在内山书店里度过的。 战
火与病痛的双重折磨，使得鲁迅在上
海难以继续进行收藏，原有的藏品也
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散落殆尽，这也成
为他一生的遗憾。

不过，鲁迅收藏的很多钱币和版
画还是留存了下来，前些年上海鲁迅
纪念馆展出鲁迅收藏的版画竟有

1800件，数量之多，可谓一时之盛，由
此也可以感受到鲁迅对收藏的热爱。

（摘自《人民政协报》）

�□刘中才

鲁迅春节忙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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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很难相处 、父母或伴侣总
是不理解自己 、 孩子总跟自己对
着干……在生活中难免遇到这类
问题 。 那么 ，你是否想过问题的根
源所在 ？ 你又是如何应对这些问
题的呢 ？

这些问题你都能在马歇尔·卢森
堡的最新力作《非暴力沟通实践篇》中
找到解决的答案。 他的《非暴力沟通》
中文版出版 5年， 已入选香港大学推
荐的 50本必读书籍，实现了“非暴力
沟通”从概念到实际应用的突破。

你叫孩子往东，他偏往西。 青春
叛逆期的孩子尤其让你头疼。要让孩
子做你想要他做的事，除了惩罚和强
迫，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畅销书《非暴力沟通》的作者马
歇尔·卢森堡，在其新书《非暴力沟通
实践篇》中特别分出一章，从心理学
的角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马歇尔·卢森堡师从人本主
义心理学之父卡尔·罗杰斯， 获得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学

位， 是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的创始
人。 他有着 50多年的非暴力沟通实
践经验，不仅指导人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运用非暴力沟通， 消除分歧和争
议，实现高效沟通，还帮助解决了许

多世界范围内的争端和冲突。
批评、指责、辱骂、威胁、恐吓、命

令、惩罚、奖励……我们习惯了这样
的“暴力”沟通方式，尤其是在与孩子
沟通时。 这样的威胁、恐吓、奖励或许
暂时会起一点作用， 但通常都不持
久。

“《非暴力沟通实践篇》旨在向读
者揭示一切沟通障碍的根源，用爱与
理解倾听和表达，在任何场合无须妥
协地实现沟通目的。”出版方介绍，该
书是化解冲突、建立关系、治愈创伤、
管理愤怒的全方位实践指导，这种非
暴力沟通不仅是一种沟通方式，更是
一种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能促进
我们与自己、与他人进行真诚、顺畅
的沟通。

马歇尔曾提出观察—感受—需
要—请求的非暴力沟通模式，在这本
书中，作者用大量咨询实例和角色扮
演来说明在不同场合中分别如何应

用这个沟通模式。
非暴力沟通四要素分别是：
第一步，观察。只是观察、陈述所

发生的事情， 或人们所做的事情，不
加任何评价，不作任何判断。

第二步，感受。 “我所观察到的给
我什么感觉？”作者在这儿特别强调，
是“情感、感觉，而非想法”。

第三步，需要。 “对引起我感受的
事物，我需要或重视的是什么？”一方
面，我们专注倾听他人的需要，从对
方的话语中感知对方的需要，并理解
他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
表达自己的需要。

第四步，请求。 向对方清楚而诚
恳地提出我们的请求，表达我们想采
取的具体行动，或我们希望对方做的
事情，而不带任何要求、命令。 而且，
要用积极的行动语言来表达请求，要
告诉对方我们想要的，而不是我们不
想要的。 （摘自《广州日报》）

�□佚名

学会“非暴力沟通”

������儿子的同学帅帅， 来我家玩时，
经常自豪地说，他的爸爸在一线城市
做程序员工作，每月工资两万多。 爸
爸鼓励他也学习编程， 将来好就业，
还能拿高工资。

帅帅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个

暑假，帅帅爸突然失业了，从工作了
二十多年的一线城市，回到了老家这
个小县城。

帅帅的爷爷奶奶，都已经七十多
岁了，妈妈患有心脏病，妹妹还在读
高中，一大家子人，都指望帅帅爸一
个人挣钱。 帅帅爸在一线城市打拼
时，只能像上紧发条的钟表齿轮一样
努力，和同行竞争，和同事竞争，打拼
立足之地。但最终，他所有的努力，都
输给了公司研发的一套新型电子技

术系统，使他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失去了工作。 而他的高大上编程技
术，在老家这个小地方，根本找不到
用武之地。

帅帅爸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后，
脱下笔挺的西装与锃亮的皮鞋，换上
舒适的“劳动服”，系上围裙，在小吃
街租了一间小门面，挂了个“烤面筋”
招牌 ，开始卖烤面筋 、烤肉串 、烤玉
米、烤海鲜、烤豆腐、烤菜卷之类的小
食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创业初期， 因担心房租太高无
力承担， 帅帅爸只敢租了一间很小
的门面， 小到只能放下烧烤炉和食
材柜，顾客都是站在门外，买了烤串
带走吃，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晚上自
由夜市开放时间， 他才能在门外摆
几张小方桌供顾客使用。 但因为帅
帅爸摊位干净，为人实在，烤出的食
品好吃，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队。 连我

这个一贯视烧烤为垃圾食品的家庭

妇女，品尝过一次后，也开始隔三岔
五就去买几串。

有位事业据说非常成功的南方

老板，到我们这座城市考察，问我当
地有什么名小吃。我平时很少在外边
吃饭，一时半会儿实在想不起来什么
好吃，就说了帅帅爸的烤面筋，还和
他讲了帅帅爸能大能小， 能屈能伸，
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 放下面子、找
到里子的创业经历。

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这位大
老板居然真的跑到帅帅爸这里吃烤

串了。 他来的时候是晚上，门店前的
几张小桌子旁已经坐满了人，他们没
有地方坐，就坐在附近花坛边的石阶
上等，让一位属下去排队买。 几位穿
戴极其考究的南方人，在霓虹闪烁的
夜幕下， 举着烤串吃得呲呲哈哈，满
嘴流油，给小城夜市的烟火气增添了
一道新风景。

这位老板对我说， 他去吃烤串，
其实也是去考察帅帅爸，有意在自己
公司给他提供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
看到小小烧烤摊生意如此火爆，这位
老板改变了让帅帅爸去自己公司工

作的想法，觉得人各有志，行行出状
元，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帅帅爸
目前的状态其实挺好。

这位经历过商海大风大浪的老

板，还感慨万千地说，他非常佩服帅
帅爸，能在人生低谷触底反弹，守住
生活的基本盘，努力慢慢变好。 从帅
帅爸身上，他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
以后的生活中，他也能做到允许一切
发生，接受所有无常，坦然面对失去，
创造更多可能。 （摘自《洛阳日报》）

能大能小能成龙
□庄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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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 《我的黄河我的城》以
生活在中原大地的邵氏一家为对象，
通过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 70 年间发
生的故事，在历史变迁中铺陈平常人
家生活画卷， 展现时代发展辽阔图
景。

第一代邵中诚与妻子李秀珍响

应国家“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
召，从东北老家来到河南，找到一份
清理黄河泥沙的工作，参与到治黄事
业中。 邵氏第二代兄妹三人，身处改
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展现出 70

后一代奋斗自强、 实业兴邦的一面。
邵氏第三代是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的历史见证者，文化自信更强。 他
们将河南本土的曲艺、饮食、民俗文
化等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探索出一
条富有东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创新发

展之路。 邵家第四代生长在新时代，
是富有希望的新生代。

麦苏发挥网络文学优势，较好地
处理了平常人生与悠长岁月、小人物
与大情怀、 小生活与大时代的关系。
作品既有网络文学轻盈的叙述和亲

切的语言， 又有纯文学的细腻与从
容。 邵大河与廖小茹仓促结婚后，邵
大河的父母找上门兴师问罪。 这时可
以有激烈的对抗，但麦苏没有一味追
求所谓的极致化叙事，而是忠诚于生
活本真。 父母与儿子之间、夫妻之间、
公公婆婆与儿媳之间，还有“隔代带
娃”，这些独特的中国式人伦关系，成
为小说的叙述推动力。 小说经常会写
到吃，虽然岁月变迁，但那几样食物
并没有太大变化，比如烩面、胡辣汤
等。 人们在吃中享受亲情，在吃中用

心交流，而吃的环境与情境，又反映
生活的变化。 吃，成了生活的具象，又
有多重隐喻。

让人物和作品回到日常生活之

中，回到最为平常又最为本质的情感
之中，是《我的黄河我的城》的最大特
点。 小说中四代人生命中的 70年，是
许多家庭走过的路，里面有我们亲身
经历又无比感动的生活细节。 在更大
的视野中，这是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缩
影，是一份亲切又极具现实性的时代
记录。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小生活中见大时代
□朱钢

多彩人生

待到山花烂漫时 葛英 摄

名人雅事

新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