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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變革革者者」」的的庸庸常常化化  

————《《萌萌芽芽》》舉舉辦辦的的全全國國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興興衰衰動動因因研研

究究（（以以第第一一屆屆到到第第十十屆屆 1999-2008 為為例例））  

周周瑩瑩瑤瑤  

摘摘  要要

「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為《萌芽》舉辦的以中學生為參賽主體的全國性作文賽

事。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興起，前期作為作文教學的反叛者在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但

由於其自身陷入庸常，參賽作品同質化嚴重，因而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影響力也日漸減

弱。

關關鍵鍵詞詞

新概念  作文  《萌芽》  比賽

一、大賽興起背景

「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是《萌芽》聯合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於1999年開始舉辦的全

國性寫作賽事，曾在教育界和文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舉辦和興起

原因，主要與雜誌的營運、教育發展的需要和文學創作的推動有關，現分述如下：

（（一一））資資金金危危機機的的驅驅使使

「由於文學市場化的時代背景，文學的社會地位的逐漸降低和各類文學刊物的競

爭，1986 年起，《萌芽》銷量逐漸降低，1996 年已虧本經營，銷量僅 1 萬本。」1作為傳

                                                           
1 蔡玲：〈尋找文學與市場間的平衡——《萌芽》（1996-2013）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

文，201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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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學刊物的《萌芽》宣稱自己是「從來不以盈利為目的青年文學刊物」，21994 年，時

任社長曹陽認為「《萌芽》不需要重新打出什麼『新旗幟』」。 3故步自封加劇了《萌

芽》的財政危機。

1996 年，趙長天（1947-2013）着手期刊的市場化改革，提出「將這本有傳統的文學

刊物辦得既有文學性，又有社會性，同時充滿都市青春風貌」。4但 1997 年到 1998 年，

在社會調查中，《萌芽》編者發現其讀者多為中年人，5與當初「全國最早的青年文學刊

物，是全國唯一反應都市青年生活的文學雜誌」的宗旨背道而馳。6因此趙長天要求編輯

部成員們牢固樹立市場意識，通過聯繫書報亭等方式瞭解銷量和市場需求，以大學生為

中心，努力將讀者群向下擴散至中學生，向上至社會文學青年，讓《萌芽》擺脫「純文

學刊物」的窠臼，由發現寫作新人的刊物變為校園中的大眾課餘讀物。《萌芽》從辦刊

理念、欄目設置、編讀關係這幾方面進行了大幅度調整，7吸引了一些年輕的讀者，8銷量

重升為兩萬餘冊，9資金條件有所改善。

但上述改革並不能很大程度地改善《萌芽》的處境，在傳統文學雜誌 10與流行文化的

夾擊下，《萌芽》必須策劃更有市場號召力的改革。

（（二二））社社會會熱熱點點的的捕捕捉捉

1997 年末，應試語文教育日漸僵化，引起教育界的重視。《北京文學（精彩閱

讀）》推出的「憂思中國語文教育」11這一專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中國青年報》、央

                                                           
2 曹陽：〈主編寄語：《萌芽》的特色是萌芽〉，《萌芽》1994 年第 9 期，頁 1。
3 曹陽：〈主編寄語：《萌芽》的特色是萌芽〉，頁 3。
4 《萌芽》編輯部：〈青年讀者的精神家園〉，《萌芽》1995 年第 11 期，頁 1。
5 趙長天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在我們醞釀籌備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時候，大多數中學生的文

學閱讀幾乎為零，連我們這樣一本專門給年輕人閱讀的文學雜誌《萌芽》，讀者也都是中年人。當

時感到真是悲哀。」〈十年〉，《萌芽》2008 年第 1 期，頁 1。
6 林肯：〈印象與希望——1997年《萌芽》讀者一件徵詢表反饋綜述〉，《萌芽》1998年第 5期，頁

78。
7 《萌芽》在 1996 年進行了大幅度改版，從提倡「材料的廣闊性和風格、材料的多樣性，提倡短小

精悍的、樸實而強烈的生活氣息的文風，使它能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生活，反應『四化』建設」

（參見小如：〈發自內心的文學夢猶在——《萌芽》讀者意見反饋綜述〉，《萌芽》2002 年第 3 期，

頁 42），且各個文體涇渭分明，改版為淡化問題意識的、更幽默更具有青春氣息的欄目，以青春校

園題材為主體，以校園中的學生為目標讀者群體，加入更多流行文化的內容。另外，《萌芽》大量

發掘文學新人，將版面向熱愛文學的青年敞開，要求編輯成為青年學生的青春導師。
8 楊波指出：「開始有更多的大學生關心它，談論它。」詳參楊波：〈紀念《萌芽》雜誌創刊四十週

年座談會紀要〉，《萌芽》1996 年第 9 期，頁 27-31。
9 趙長天：〈對《萌芽》50 年的回顧與思考〉，《文藝報》，2006 年 10 月 10 日，頁 2。
10 這裡「傳統文學雜誌」特指已經存在的純文學雜誌，相對於新創辦的適應文學市場化方向的雜誌。

在上海，《收穫》和《上海文學》的文學地位高於《萌芽》，而新興的文學刊物《故事會》等也妨

礙了《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11 鄒靜之、王麗、薛毅：「世紀觀察‧憂思中國語文教育」，《北京文學（精彩閱讀）》1997 年第

11期，頁 4-17。此專題由鄒靜之〈女兒的作業〉、王麗〈中國語文教學手記〉、薛毅〈文學教育的

視等大眾傳媒紛紛就這一問題展開論爭。〈誤盡蒼生〉一文言辭激烈地抨擊了當代語文

教育，認為語文教育使得道德淪喪，12叩響了寫作教改的先聲，引發了眾多評論和關注。

《中學語文教育》13、《光明日報》14、《語文教學通訊》15、央視等紛紛就這一問題展

開論爭。

《萌芽》的編輯們結合自己培養孩子的實際情況，在 1998 年刊登了一組文章以考察

讀者需要。在當時，作文教育日趨唯高考是圖、中學生的課餘讀書量日趨減少、寫作思

維日趨僵化，寫作被規範於高考的模式之中，導致了文學後備力量的不足。文學界和教

育界井水不犯河水，中學語文教育與人文素質教育嚴重脫節，以至於學生的文學天賦被

埋沒，文學興趣被打擊，寫作教育亟待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大賽順應了社會各界的需

要，追蹤了熱點話題，並迎合了作文教育與文學素質培養的發展趨勢，也就這就了它最

初的影響力。

「新概念作文大賽」打出的「新概念」旗號在 1998 年是一個流行語。當年，「新概

念英語」、「新概念產品」、「新概念武器」等名詞層出不窮，也幫助了其在社會中造

成影響力。而新概念提出的「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的口號，也得到了公

眾的認同。「新概念」試圖「探索一條還語文教學以應有的人文性和審美性之路，讓充

滿崇高的理想情操、充滿創造力、想象力的語文學科，真正成為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基

礎學生。」16這正切合了推動語文教育改革的需求，加深與提高了大眾對其的認知與認可

度，並奠定了其隨後良好發展的基礎。

（（三三））「「校校——賽賽」」合合作作的的建建立立

「高考」在中國內地長期以來佔據着改變考生命運的重要地位。在 20世紀 90 年代，

它幾乎是所有高中生除了理科奧賽以外的唯一一條通往內地高等院校的出路。進入知名

高等學府是眾多中學生夢寐以求之事，甚至高校升學率也被視為衡量中學教育是否成功

的關鍵。而「新概念作文大賽」最突出的一點在於，得到了部分高校的支持，為參賽者

們爭取到了通過大賽免試入學的資格。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總策劃李其綱利用曾經清華大學等名校不拘一格錄取文科人

才的傳統，並引進美國、日本等國家高校錄取的成功經驗，迎合高校招攬人文學科人才

的需求，努力與各個高校進行洽談。李其綱首先從開辦文科基地班的母校華東師範大學

                                                           
悲哀〉三篇文章組成，深入探討了中國語文教育扼殺創造力、僵化學生思維、違背人文教育初衷的

弊端。
12 洪禹平：〈誤盡蒼生——也談語文教育〉，《北京文學（精彩閱讀）》1998 年第 3 期，頁 21-24。
13 薛川東：〈「誤盡蒼生」為哪般〉，《中學語文教育》1998 年第 7 期，頁 5-6。
14 付君萍：〈中小學語文教學亟待改革〉，《光明日報》，1998 年 2 月 18 日，頁 6。
15 佟士凡：〈抓住根本，走出誤區——關於語文教學問題的幾點思考〉，《語文教學通訊》1998年第

10 期，頁 5-8。
16 李其綱：〈新概念作文大賽倡議書〉，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

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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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學刊物的《萌芽》宣稱自己是「從來不以盈利為目的青年文學刊物」，21994 年，時

任社長曹陽認為「《萌芽》不需要重新打出什麼『新旗幟』」。 3故步自封加劇了《萌

芽》的財政危機。

1996 年，趙長天（1947-2013）着手期刊的市場化改革，提出「將這本有傳統的文學

刊物辦得既有文學性，又有社會性，同時充滿都市青春風貌」。4但 1997 年到 1998 年，

在社會調查中，《萌芽》編者發現其讀者多為中年人，5與當初「全國最早的青年文學刊

物，是全國唯一反應都市青年生活的文學雜誌」的宗旨背道而馳。6因此趙長天要求編輯

部成員們牢固樹立市場意識，通過聯繫書報亭等方式瞭解銷量和市場需求，以大學生為

中心，努力將讀者群向下擴散至中學生，向上至社會文學青年，讓《萌芽》擺脫「純文

學刊物」的窠臼，由發現寫作新人的刊物變為校園中的大眾課餘讀物。《萌芽》從辦刊

理念、欄目設置、編讀關係這幾方面進行了大幅度調整，7吸引了一些年輕的讀者，8銷量

重升為兩萬餘冊，9資金條件有所改善。

但上述改革並不能很大程度地改善《萌芽》的處境，在傳統文學雜誌 10與流行文化的

夾擊下，《萌芽》必須策劃更有市場號召力的改革。

（（二二））社社會會熱熱點點的的捕捕捉捉

1997 年末，應試語文教育日漸僵化，引起教育界的重視。《北京文學（精彩閱

讀）》推出的「憂思中國語文教育」11這一專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中國青年報》、央

                                                           
2 曹陽：〈主編寄語：《萌芽》的特色是萌芽〉，《萌芽》1994 年第 9 期，頁 1。
3 曹陽：〈主編寄語：《萌芽》的特色是萌芽〉，頁 3。
4 《萌芽》編輯部：〈青年讀者的精神家園〉，《萌芽》1995 年第 11 期，頁 1。
5 趙長天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在我們醞釀籌備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時候，大多數中學生的文

學閱讀幾乎為零，連我們這樣一本專門給年輕人閱讀的文學雜誌《萌芽》，讀者也都是中年人。當

時感到真是悲哀。」〈十年〉，《萌芽》2008 年第 1 期，頁 1。
6 林肯：〈印象與希望——1997年《萌芽》讀者一件徵詢表反饋綜述〉，《萌芽》1998年第 5期，頁

78。
7 《萌芽》在 1996 年進行了大幅度改版，從提倡「材料的廣闊性和風格、材料的多樣性，提倡短小

精悍的、樸實而強烈的生活氣息的文風，使它能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生活，反應『四化』建設」

（參見小如：〈發自內心的文學夢猶在——《萌芽》讀者意見反饋綜述〉，《萌芽》2002 年第 3 期，

頁 42），且各個文體涇渭分明，改版為淡化問題意識的、更幽默更具有青春氣息的欄目，以青春校

園題材為主體，以校園中的學生為目標讀者群體，加入更多流行文化的內容。另外，《萌芽》大量

發掘文學新人，將版面向熱愛文學的青年敞開，要求編輯成為青年學生的青春導師。
8 楊波指出：「開始有更多的大學生關心它，談論它。」詳參楊波：〈紀念《萌芽》雜誌創刊四十週

年座談會紀要〉，《萌芽》1996 年第 9 期，頁 27-31。
9 趙長天：〈對《萌芽》50 年的回顧與思考〉，《文藝報》，2006 年 10 月 10 日，頁 2。
10 這裡「傳統文學雜誌」特指已經存在的純文學雜誌，相對於新創辦的適應文學市場化方向的雜誌。

在上海，《收穫》和《上海文學》的文學地位高於《萌芽》，而新興的文學刊物《故事會》等也妨

礙了《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11 鄒靜之、王麗、薛毅：「世紀觀察‧憂思中國語文教育」，《北京文學（精彩閱讀）》1997 年第

11期，頁 4-17。此專題由鄒靜之〈女兒的作業〉、王麗〈中國語文教學手記〉、薛毅〈文學教育的

視等大眾傳媒紛紛就這一問題展開論爭。〈誤盡蒼生〉一文言辭激烈地抨擊了當代語文

教育，認為語文教育使得道德淪喪，12叩響了寫作教改的先聲，引發了眾多評論和關注。

《中學語文教育》13、《光明日報》14、《語文教學通訊》15、央視等紛紛就這一問題展

開論爭。

《萌芽》的編輯們結合自己培養孩子的實際情況，在 1998 年刊登了一組文章以考察

讀者需要。在當時，作文教育日趨唯高考是圖、中學生的課餘讀書量日趨減少、寫作思

維日趨僵化，寫作被規範於高考的模式之中，導致了文學後備力量的不足。文學界和教

育界井水不犯河水，中學語文教育與人文素質教育嚴重脫節，以至於學生的文學天賦被

埋沒，文學興趣被打擊，寫作教育亟待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大賽順應了社會各界的需

要，追蹤了熱點話題，並迎合了作文教育與文學素質培養的發展趨勢，也就這就了它最

初的影響力。

「新概念作文大賽」打出的「新概念」旗號在 1998 年是一個流行語。當年，「新概

念英語」、「新概念產品」、「新概念武器」等名詞層出不窮，也幫助了其在社會中造

成影響力。而新概念提出的「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的口號，也得到了公

眾的認同。「新概念」試圖「探索一條還語文教學以應有的人文性和審美性之路，讓充

滿崇高的理想情操、充滿創造力、想象力的語文學科，真正成為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基

礎學生。」16這正切合了推動語文教育改革的需求，加深與提高了大眾對其的認知與認可

度，並奠定了其隨後良好發展的基礎。

（（三三））「「校校——賽賽」」合合作作的的建建立立

「高考」在中國內地長期以來佔據着改變考生命運的重要地位。在 20世紀 90 年代，

它幾乎是所有高中生除了理科奧賽以外的唯一一條通往內地高等院校的出路。進入知名

高等學府是眾多中學生夢寐以求之事，甚至高校升學率也被視為衡量中學教育是否成功

的關鍵。而「新概念作文大賽」最突出的一點在於，得到了部分高校的支持，為參賽者

們爭取到了通過大賽免試入學的資格。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總策劃李其綱利用曾經清華大學等名校不拘一格錄取文科人

才的傳統，並引進美國、日本等國家高校錄取的成功經驗，迎合高校招攬人文學科人才

的需求，努力與各個高校進行洽談。李其綱首先從開辦文科基地班的母校華東師範大學

                                                           
悲哀〉三篇文章組成，深入探討了中國語文教育扼殺創造力、僵化學生思維、違背人文教育初衷的

弊端。
12 洪禹平：〈誤盡蒼生——也談語文教育〉，《北京文學（精彩閱讀）》1998 年第 3 期，頁 21-24。
13 薛川東：〈「誤盡蒼生」為哪般〉，《中學語文教育》1998 年第 7 期，頁 5-6。
14 付君萍：〈中小學語文教學亟待改革〉，《光明日報》，1998 年 2 月 18 日，頁 6。
15 佟士凡：〈抓住根本，走出誤區——關於語文教學問題的幾點思考〉，《語文教學通訊》1998年第

10 期，頁 5-8。
16 李其綱：〈新概念作文大賽倡議書〉，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

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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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其後得到了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的支持，之後又相繼爭取到了南開大學、廈門大

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支持，這些高等學府的教授們應邀參加了清河會議，與《萌

芽》編輯部的編輯們共同商討確定了獲獎者可以保送大學的方案。17而這不僅僅是以往所

有寫作賽事從未有過的，也是讓整個教育界極度震驚的盛事，不拘一招納人才，真正讓

中學生們脫離格式化的寫作框架，開闢了中學生升學的另一條道路，成為「當代教育史

上的一次很重要的革命」。18

作為高考制度的有效補充，「新概念作文大賽」幫助中學生圓名校夢，也讓「新概

念」擁有了文學界的權威。由於眾多名校的加盟，加上學院派評審團的參與——以中文

系教授為評審，因而作文比賽更具文學性，繼而極大地點燃了中學裏熱愛寫作的青年的

參加熱情。另外，中學教師為了增加學生進入優秀高等院校的人數和比例，一反阻止學

生參與與應試無關的活動的常態，鼓勵學生參與此項賽事，親自整理並投稿，學校也通

過文學社等組織鼓勵學生參賽，讓此項賽事在最初便受到關注和熱捧。

（（四四））挖挖掘掘文文學學新新生生力力量量的的需需求求

隨着 1980 年代文學期刊的興起，各類文學期刊開始設立各類文學獎項以吸引年輕作

者。文學評獎作為文學發表的附屬品和補充形式，為特別優秀的作品提供額外的支持，

是文學作品脫穎而出的直接因素，為文學青年步入文壇提供了一條捷徑。另外，在政策

的扶持下，某些全國性的獎項，如每一年一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時為全國

寫作者提供優秀範本，加強文化界的政治統治和思想領導。

「新概念」所體現的「真性情、新表達、真體驗」是一種既有的觀念的回歸，長遠

地說，是對「童心說」19的一脈相承，就當時而言，也是對純文學的一種呼喚。作家寫

作，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以違心的話騙取同情與關注，而語文教育卻以政治正確和某些

道德框架框住了人們的思維。殘酷的教育體制無情地蠶食了童心，也讓孩子的創造力漸

然泯滅，讓真正有才華有夢想的少年無處施展才情，當時的教育體制不可避免地將孩子

們的心靈鎖上桎梏。當時的高考作文寫作規範，要用常見的詞匯與句式排列，要卒章顯

志，要體現積極向上的生命狀態，不能觸及社會黑暗，不能傾訴憂傷，不能對當前制度

存在異議，只能按照既定的模式進行虛情假意的寫作；老師面對着議論文便眉開眼笑，

面對着抒情散文便指責其為無病呻吟，面對着小說就雙眉緊鎖，詩歌更是不被允許，寫

詩歌者被批評是不務正業，創新便更無從談起。在高考制度的重壓之下，一大批有着文

學夢想的青年沒有時間和平臺去書寫自我，也正因為如此，文學由一種書寫自我、展現

自我的工具搖身一變，成為一種迎合老師和考官的眼光的應試工具。

                                                           
17 參見李其綱：《新概念作文大賽歷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9-36。
18 這句話出自陳思和，見李其鋼：《新概念作文大賽歷史》，頁 33。
19 李贄「童心說」的基本論點，為其文藝批評理論的價值尺度，其重視主體個體創作，人人平等，追

求人性自由發展，貴「真」，重「情」，對明末及後世文學有較大影響。參見宋寒：〈李贄童心說

研究〉（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頁 1-2。

評獎代表着量化的認可，尤其是官方頒發的獎項，往往意味着主流思想的認同。在

校園文學的現實中，熱愛文學的學生不在少數，許多學生在課餘自行創作小說、詩歌、

劇本等文學作品相互傳閱，但這些作品並不為應試所認可，甚至只能躲避老師的「追

查」。而「新概念作文大賽」彌補了課堂之餘文學教育的缺失，讓學生能夠以「上大

學」為名，堂堂正正地開始文學創作，此意義在於「地下」之文學終於得到了「官方」

認可。而渴望一展宏圖、有文學才華的少年能夠在老師和家長的支持下寫作，更激起了

他們的文學潛能，也讓被應試教育埋沒的人才得以顯現，繼而在高等學府得到更好的文

科教育資源。

因此，「新概念作文大賽」可以起到選拔文學新人的作用，這些在《萌芽》起步的

寫手們同時也可以為《萌芽》提供穩定的稿源，實現互利共贏。

二、「新概念作文大賽」最初的興盛

第一屆大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具有長遠的衝擊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一））參參賽賽人人數數較較多多，，參參賽賽稿稿件件多多

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得了社會的極大關注，眾多渴望用一篇作文叩響名校大

門的學生參加了此次大賽。 根據統計，首屆大賽在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內收到了 4000 多份

來稿。20中學生們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積極性高漲，且來稿呈現出不同於考場作文

的文學生態。在首屆大賽的來稿中，呈現出以教師與學校組織為主導、參賽者分佈地域

廣闊、參賽者投稿源源不斷的特點，表現爲各地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之下，學生們被壓抑

的文學才華得到釋放之後，作品林林總總蜂擁而至的景象。這種盛況，也成為新概念作

文大賽佳作頻出的基石。

（（二二））參參賽賽作作品品各各式式各各樣樣且且質質量量高高

「新概念作文大賽」只有一個要求——字數低於 5000 字， 21「不命題，不限定題

材、體裁」，22這放寬了寫作要求，迎來了大量優秀作品：許思窈輕鬆而俏皮、韓寒冷峻

而幽默、劉嘉俊風趣而感傷。參賽作品的題材中，有描寫校園生活的，有書寫家庭風雲

的，有敘寫人生思考的，有記錄青澀愛情的；而體裁上也多樣化，隨筆、小說、詩歌一

                                                           
20 趙長天：〈意外的驚喜——序《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載陳佳勇等著：《首屆新概

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1。
21 當時也有一些媒體認為對於中學生而言，5000 字的字數限制定太高了，如趙允芳：〈一項活動，

「搭乘」文學、教育「兩只船」「新概念作文大賽」帶來哪些新概念？〉《大河報》，1999 年 2 月

22 日，頁 6。
22 〈「新概念作文大賽」徵文啟事〉，《萌芽》1999 年第 1 期，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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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其後得到了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的支持，之後又相繼爭取到了南開大學、廈門大

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支持，這些高等學府的教授們應邀參加了清河會議，與《萌

芽》編輯部的編輯們共同商討確定了獲獎者可以保送大學的方案。17而這不僅僅是以往所

有寫作賽事從未有過的，也是讓整個教育界極度震驚的盛事，不拘一招納人才，真正讓

中學生們脫離格式化的寫作框架，開闢了中學生升學的另一條道路，成為「當代教育史

上的一次很重要的革命」。18

作為高考制度的有效補充，「新概念作文大賽」幫助中學生圓名校夢，也讓「新概

念」擁有了文學界的權威。由於眾多名校的加盟，加上學院派評審團的參與——以中文

系教授為評審，因而作文比賽更具文學性，繼而極大地點燃了中學裏熱愛寫作的青年的

參加熱情。另外，中學教師為了增加學生進入優秀高等院校的人數和比例，一反阻止學

生參與與應試無關的活動的常態，鼓勵學生參與此項賽事，親自整理並投稿，學校也通

過文學社等組織鼓勵學生參賽，讓此項賽事在最初便受到關注和熱捧。

（（四四））挖挖掘掘文文學學新新生生力力量量的的需需求求

隨着 1980 年代文學期刊的興起，各類文學期刊開始設立各類文學獎項以吸引年輕作

者。文學評獎作為文學發表的附屬品和補充形式，為特別優秀的作品提供額外的支持，

是文學作品脫穎而出的直接因素，為文學青年步入文壇提供了一條捷徑。另外，在政策

的扶持下，某些全國性的獎項，如每一年一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時為全國

寫作者提供優秀範本，加強文化界的政治統治和思想領導。

「新概念」所體現的「真性情、新表達、真體驗」是一種既有的觀念的回歸，長遠

地說，是對「童心說」19的一脈相承，就當時而言，也是對純文學的一種呼喚。作家寫

作，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以違心的話騙取同情與關注，而語文教育卻以政治正確和某些

道德框架框住了人們的思維。殘酷的教育體制無情地蠶食了童心，也讓孩子的創造力漸

然泯滅，讓真正有才華有夢想的少年無處施展才情，當時的教育體制不可避免地將孩子

們的心靈鎖上桎梏。當時的高考作文寫作規範，要用常見的詞匯與句式排列，要卒章顯

志，要體現積極向上的生命狀態，不能觸及社會黑暗，不能傾訴憂傷，不能對當前制度

存在異議，只能按照既定的模式進行虛情假意的寫作；老師面對着議論文便眉開眼笑，

面對着抒情散文便指責其為無病呻吟，面對着小說就雙眉緊鎖，詩歌更是不被允許，寫

詩歌者被批評是不務正業，創新便更無從談起。在高考制度的重壓之下，一大批有着文

學夢想的青年沒有時間和平臺去書寫自我，也正因為如此，文學由一種書寫自我、展現

自我的工具搖身一變，成為一種迎合老師和考官的眼光的應試工具。

                                                           
17 參見李其綱：《新概念作文大賽歷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9-36。
18 這句話出自陳思和，見李其鋼：《新概念作文大賽歷史》，頁 33。
19 李贄「童心說」的基本論點，為其文藝批評理論的價值尺度，其重視主體個體創作，人人平等，追

求人性自由發展，貴「真」，重「情」，對明末及後世文學有較大影響。參見宋寒：〈李贄童心說

研究〉（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頁 1-2。

評獎代表着量化的認可，尤其是官方頒發的獎項，往往意味着主流思想的認同。在

校園文學的現實中，熱愛文學的學生不在少數，許多學生在課餘自行創作小說、詩歌、

劇本等文學作品相互傳閱，但這些作品並不為應試所認可，甚至只能躲避老師的「追

查」。而「新概念作文大賽」彌補了課堂之餘文學教育的缺失，讓學生能夠以「上大

學」為名，堂堂正正地開始文學創作，此意義在於「地下」之文學終於得到了「官方」

認可。而渴望一展宏圖、有文學才華的少年能夠在老師和家長的支持下寫作，更激起了

他們的文學潛能，也讓被應試教育埋沒的人才得以顯現，繼而在高等學府得到更好的文

科教育資源。

因此，「新概念作文大賽」可以起到選拔文學新人的作用，這些在《萌芽》起步的

寫手們同時也可以為《萌芽》提供穩定的稿源，實現互利共贏。

二、「新概念作文大賽」最初的興盛

第一屆大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具有長遠的衝擊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一））參參賽賽人人數數較較多多，，參參賽賽稿稿件件多多

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得了社會的極大關注，眾多渴望用一篇作文叩響名校大

門的學生參加了此次大賽。 根據統計，首屆大賽在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內收到了 4000 多份

來稿。20中學生們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積極性高漲，且來稿呈現出不同於考場作文

的文學生態。在首屆大賽的來稿中，呈現出以教師與學校組織為主導、參賽者分佈地域

廣闊、參賽者投稿源源不斷的特點，表現爲各地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之下，學生們被壓抑

的文學才華得到釋放之後，作品林林總總蜂擁而至的景象。這種盛況，也成為新概念作

文大賽佳作頻出的基石。

（（二二））參參賽賽作作品品各各式式各各樣樣且且質質量量高高

「新概念作文大賽」只有一個要求——字數低於 5000 字， 21「不命題，不限定題

材、體裁」，22這放寬了寫作要求，迎來了大量優秀作品：許思窈輕鬆而俏皮、韓寒冷峻

而幽默、劉嘉俊風趣而感傷。參賽作品的題材中，有描寫校園生活的，有書寫家庭風雲

的，有敘寫人生思考的，有記錄青澀愛情的；而體裁上也多樣化，隨筆、小說、詩歌一

                                                           
20 趙長天：〈意外的驚喜——序《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載陳佳勇等著：《首屆新概

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1。
21 當時也有一些媒體認為對於中學生而言，5000 字的字數限制定太高了，如趙允芳：〈一項活動，

「搭乘」文學、教育「兩只船」「新概念作文大賽」帶來哪些新概念？〉《大河報》，1999 年 2 月

22 日，頁 6。
22 〈「新概念作文大賽」徵文啟事〉，《萌芽》1999 年第 1 期，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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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俱全，湧現不少優秀作品。當年只有高中一年級的韓寒，以一篇〈書店〉23和一篇〈求

醫〉24中嬉笑怒罵卻又深刻犀利的文字征服了評委；當年同樣上高一的周嘉寧，以一篇對

西藏情有獨鐘的〈紮西德勒〉25博得了評委們的贊許；許思窈的〈斑斕一季〉26，寫盡了

校園生活的繽紛多彩；只有十五歲的上海初中生丁妍，以一篇〈東京愛情故事〉27從一部

著名的日本電視劇出發，款款寫來，道盡青春的迷惘年歲；當時正在讀高三的宋靜茹，

以一篇〈孩子〉28，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學生；劉嘉俊的〈物理班〉29，以一個理科生的

視角將生活中的點點情緒描寫得生動活潑、妙趣橫生；陳佳勇的一篇〈來自沈莊的報

告〉30，實屬一篇散文精品。

（（三三））獲獲獎獎者者脫脫穎穎而而出出

首屆大賽的成功還體現在獲獎者其後的際遇上。這些獲獎者在教育和文學兩方面都

獲得了豐收。首先，他們取得了名校的青睞。首屆 A 組一等獎獲得者可以免試進入高

校，而第一屆中免試入學者共 8 位，佔 A 組一等獎獲得者的 57.14%。陳佳勇被北京大學

中文系錄取，也成為媒體追捧的焦點人物。以陳佳勇為代表的獲獎者，成為了眾多學生

艷羨的幸運兒，也因此成為了同學們爭相效仿的對象。其次，眾多的獲獎者步入了文

壇，後續出版了不少優秀的作品。其中劉嘉俊、韓寒、陳佳勇等一等獎獲得者之後出版

了文集。韓寒的第一本書《三重門》31的銷量突破了 10000 萬冊，引起了文壇和教育界對

偏科奇才的思考，進一步推動了大賽的走紅。韓寒作為一個叛逆的憤青，其對教育的批

判暗合「新概念」反對當時語文教育的宗旨。而韓寒本人作為一位掛科無數的「壞學

生」，其寫作天賦的顯現讓評委們眼前一亮。這種反差反而促使了「新概念」作為反叛

者的形象深入人心。在高中里，韓寒的語文考試也未能合格，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他的雜文創作直抒胸臆而沉澱厚重的特點。這一方面對語文教育進行了諷刺，另一方面

有利於建立「新概念」的品牌效應。而作為一個有個性的人物形象，韓寒以偶像身份出

                                                           
23 韓寒：〈書店〉，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北京：作家

出版社，1999），頁 339-342。
24 韓寒：〈求醫〉，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343-

346。
25 嘉寧：〈扎西德勒〉，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9-15。
26 徐思窈：〈斑斕一季〉，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97-

106。
27 丁妍：〈東京愛情故事〉，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227-230。
28 靜茹：〈孩子〉，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231-237。
29 嘉俊：〈物理班〉，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83-91。
30 陳佳勇：〈來自沈莊的報告〉，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 卷）》，

頁 331-335。
31 韓寒：《三重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此書通過講述少年林雨翔從初三到高一的學習生

活故事，闡發了一位中學生對教育、愛情與社會的思考。韓寒用他犀利而幽默風趣、旁徵博引的文

字，贏得了廣大中學生的喜愛。

現在大眾視野中，在多元化、市場化的文學環境中顯得尤為重要。韓寒道出了許多同學

不敢也不曾道明的心聲，將自己感知到的社會弊病展現於文字之中。「新概念作文大

賽」捧紅了韓寒，韓寒作品的熱銷反過來提高了「新概念」的知名度。韓寒的作品被推

介，「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曹文軒撥冗作序，「新概念」對韓寒的成名起到助推的作

用，而又利用後者的轟動效應提高了大賽的受歡迎程度，互利雙贏。

（（四四））獲獲獎獎作作品品選選銷銷量量較較大大

《萌芽》將獲獎作文結集成書，《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分為 A、B 兩

卷，其中作為參賽主體的 A組獲獎作文被收錄於 A卷，B、C組作品被收錄於 B卷，按照

作品內容風格進行了大致分類，各個名家對部分作品進行了點評，排版簡潔，由中國最

大的出版社之一——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時間在中學生中閱讀「新概念」蔚然成風。它

曾被預計銷量約一萬套，但實際銷量為 60 多萬，同學們爭相傳閱，大量信件寄到萌芽雜

誌社，寄到各位評委手中。許多語文教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閱讀作品選，以至於新概念

獲獎作品流傳甚廣。

（（五五））催催生生了了「「青青春春文文學學」」

「新概念作文大賽」掀起了年輕人的寫作風潮，1999 年之後，「80 後」作家群體登

上了文壇，成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青春文學」以年輕為特色，呈現出不同於兒童

文學與嚴肅文學的特質，引起了文學界的高度關注。

三、「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發展進程 (2000-2008)

（（一一））第第二二到到六六屆屆大大賽賽的的進進一一步步發發展展

在第二屆大賽中，參賽作品數量較第一屆翻倍，免試保送上大學的名額激增。第三

屆亦然。之後的三屆也呈現非常強大的進展趨勢。新疆、青海、黑龍江等偏遠地區的參

賽作品也進入獲獎名單中，一等獎獲獎作品也進一步增加。從參賽獲獎名單上看，從第

二屆由上海為主體的獲獎者，到第五屆包含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大賽的影響

力在地域上逐漸擴大。在第七屆大賽之前，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稿件呈現巨大的上升態

勢，一開始，來稿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由於賽事的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以及清

華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名校的加盟，因此大賽的參賽人數逐年飆升，稿源

來自全國各省市。

而一些往屆的參賽選手，也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賽場上不懈地耕耘，許多參賽者連

年參賽，樂此不疲。「新概念作文大賽」提供了平臺，讓許多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可以

在複賽時彼此認識，在創作的道路上一起成長。

（（二二））第第七七屆屆「「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及及之之後後的的轉轉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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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俱全，湧現不少優秀作品。當年只有高中一年級的韓寒，以一篇〈書店〉23和一篇〈求

醫〉24中嬉笑怒罵卻又深刻犀利的文字征服了評委；當年同樣上高一的周嘉寧，以一篇對

西藏情有獨鐘的〈紮西德勒〉25博得了評委們的贊許；許思窈的〈斑斕一季〉26，寫盡了

校園生活的繽紛多彩；只有十五歲的上海初中生丁妍，以一篇〈東京愛情故事〉27從一部

著名的日本電視劇出發，款款寫來，道盡青春的迷惘年歲；當時正在讀高三的宋靜茹，

以一篇〈孩子〉28，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學生；劉嘉俊的〈物理班〉29，以一個理科生的

視角將生活中的點點情緒描寫得生動活潑、妙趣橫生；陳佳勇的一篇〈來自沈莊的報

告〉30，實屬一篇散文精品。

（（三三））獲獲獎獎者者脫脫穎穎而而出出

首屆大賽的成功還體現在獲獎者其後的際遇上。這些獲獎者在教育和文學兩方面都

獲得了豐收。首先，他們取得了名校的青睞。首屆 A 組一等獎獲得者可以免試進入高

校，而第一屆中免試入學者共 8 位，佔 A 組一等獎獲得者的 57.14%。陳佳勇被北京大學

中文系錄取，也成為媒體追捧的焦點人物。以陳佳勇為代表的獲獎者，成為了眾多學生

艷羨的幸運兒，也因此成為了同學們爭相效仿的對象。其次，眾多的獲獎者步入了文

壇，後續出版了不少優秀的作品。其中劉嘉俊、韓寒、陳佳勇等一等獎獲得者之後出版

了文集。韓寒的第一本書《三重門》31的銷量突破了 10000 萬冊，引起了文壇和教育界對

偏科奇才的思考，進一步推動了大賽的走紅。韓寒作為一個叛逆的憤青，其對教育的批

判暗合「新概念」反對當時語文教育的宗旨。而韓寒本人作為一位掛科無數的「壞學

生」，其寫作天賦的顯現讓評委們眼前一亮。這種反差反而促使了「新概念」作為反叛

者的形象深入人心。在高中里，韓寒的語文考試也未能合格，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他的雜文創作直抒胸臆而沉澱厚重的特點。這一方面對語文教育進行了諷刺，另一方面

有利於建立「新概念」的品牌效應。而作為一個有個性的人物形象，韓寒以偶像身份出

                                                           
23 韓寒：〈書店〉，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北京：作家

出版社，1999），頁 339-342。
24 韓寒：〈求醫〉，載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343-

346。
25 嘉寧：〈扎西德勒〉，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9-15。
26 徐思窈：〈斑斕一季〉，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97-

106。
27 丁妍：〈東京愛情故事〉，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B 卷）》，頁

227-230。
28 靜茹：〈孩子〉，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231-237。
29 嘉俊：〈物理班〉，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卷）》，頁 83-91。
30 陳佳勇：〈來自沈莊的報告〉，陳佳勇等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A 卷）》，

頁 331-335。
31 韓寒：《三重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此書通過講述少年林雨翔從初三到高一的學習生

活故事，闡發了一位中學生對教育、愛情與社會的思考。韓寒用他犀利而幽默風趣、旁徵博引的文

字，贏得了廣大中學生的喜愛。

現在大眾視野中，在多元化、市場化的文學環境中顯得尤為重要。韓寒道出了許多同學

不敢也不曾道明的心聲，將自己感知到的社會弊病展現於文字之中。「新概念作文大

賽」捧紅了韓寒，韓寒作品的熱銷反過來提高了「新概念」的知名度。韓寒的作品被推

介，「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曹文軒撥冗作序，「新概念」對韓寒的成名起到助推的作

用，而又利用後者的轟動效應提高了大賽的受歡迎程度，互利雙贏。

（（四四））獲獲獎獎作作品品選選銷銷量量較較大大

《萌芽》將獲獎作文結集成書，《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分為 A、B 兩

卷，其中作為參賽主體的 A組獲獎作文被收錄於 A卷，B、C組作品被收錄於 B卷，按照

作品內容風格進行了大致分類，各個名家對部分作品進行了點評，排版簡潔，由中國最

大的出版社之一——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時間在中學生中閱讀「新概念」蔚然成風。它

曾被預計銷量約一萬套，但實際銷量為 60 多萬，同學們爭相傳閱，大量信件寄到萌芽雜

誌社，寄到各位評委手中。許多語文教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閱讀作品選，以至於新概念

獲獎作品流傳甚廣。

（（五五））催催生生了了「「青青春春文文學學」」

「新概念作文大賽」掀起了年輕人的寫作風潮，1999 年之後，「80 後」作家群體登

上了文壇，成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青春文學」以年輕為特色，呈現出不同於兒童

文學與嚴肅文學的特質，引起了文學界的高度關注。

三、「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發展進程 (2000-2008)

（（一一））第第二二到到六六屆屆大大賽賽的的進進一一步步發發展展

在第二屆大賽中，參賽作品數量較第一屆翻倍，免試保送上大學的名額激增。第三

屆亦然。之後的三屆也呈現非常強大的進展趨勢。新疆、青海、黑龍江等偏遠地區的參

賽作品也進入獲獎名單中，一等獎獲獎作品也進一步增加。從參賽獲獎名單上看，從第

二屆由上海為主體的獲獎者，到第五屆包含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大賽的影響

力在地域上逐漸擴大。在第七屆大賽之前，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稿件呈現巨大的上升態

勢，一開始，來稿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由於賽事的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以及清

華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名校的加盟，因此大賽的參賽人數逐年飆升，稿源

來自全國各省市。

而一些往屆的參賽選手，也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賽場上不懈地耕耘，許多參賽者連

年參賽，樂此不疲。「新概念作文大賽」提供了平臺，讓許多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可以

在複賽時彼此認識，在創作的道路上一起成長。

（（二二））第第七七屆屆「「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及及之之後後的的轉轉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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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作文大賽」在第一、二屆鼎盛，在之後緩慢發展，但到第七屆之後，慢慢

地遇到了瓶頸期。這個瓶頸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見端倪：

1. 參參賽賽人人數數及及稿稿件件數數目目走走低低

參賽稿件經歷了從激增到緩慢增長的過程，第五屆開始增長率不足二成，而在第七

屆之後，這個數值逐步下降，到後來甚至未曾透露稿件數目。這充分反映了學生們的參

賽積極性從熱情高漲到逐漸消減。儘管一位參賽者能夠投遞多份稿件，以至於無法精確

測算多少人參加了大賽，但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參賽人數的下滑。

2. 《《萌萌芽芽》》與與獲獲獎獎作作品品集集銷銷量量的的走走低低

第一屆作品選的銷量非常好，由於各大中學的推崇，32兩冊圖書為一套，總共賣了 50
餘萬套，33且十年未衰。第一屆的獲獎作品堪稱經典，成為學生們競相傳閱的書籍。但

是，其後的作品選銷量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萌芽》在 2003年刊行量高達 26 萬冊，

並在 2004年初接近了三十萬，「2004年（第六屆）突破 50萬本的大關後，銷量也在走下

坡路。」34《萌芽》的銷量困境，與大賽影響力的減弱互為表裏。因為《萌芽》是參賽並

取得報名表的必需品，其銷量與大賽息息相關。

事實上，儘管其後大賽的一等獎獲得者有所增多，但走上文學道路的同學日見減

少，而參賽作品也顯示出同質化、套路化的毛病，儼然顯現出一種「新概念」模式。更

有甚者，參賽同學也沒能因獲獎而走進名校。凡此種種，使得「大賽」的影響力無可避

免地日漸減弱。

四、參賽作品內容分析及其局限

（（一一））「「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參參賽賽作作品品概概述述

大賽評委由兩部分組成：作家和高校的文學教授。作家作為創作文學作品的主體，

傾向於挑選作為文學寫作後繼者的群體；而高校中文系教授作為文學研究的主體，以專

業文藝批評的視野審視作品。這些作家都是學界和文學界的權威人士，如王蒙、曹文

軒、方方等。由此可知，得到評委的認可，也就是得到主流文學創作界和文學研究界對

文學新人的一種認同。這包括兩個方面：創作能力與科研能力。因此，新概念作文大賽

的獲獎作品具有評委導向性。

                                                           
32 例如，根據趙長天在〈好些，更好些——序「中華杯」《第二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

選》〉的記載，某校理科班學生購買了四百多套。見韓寒等著：《第二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

作品選（A卷）》，頁 1。
33 數據來源：那多：〈《萌芽》遭遇瓶頸尋求突破〉，《出版參考》第 19 期（2006 年 7 月），頁

18。
34 那多：〈《萌芽》遭遇瓶頸尋求突破〉，頁 18。

「新概念作文大賽」參賽者通過參賽作品，得到主流作家的認可，這種賞識，給予

了他們後來的發展根基；而由評委們甄選出的參賽作品，通過在《萌芽》上選登以及

《獲獎作品選》的發行獲得知名度，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文學性」與「市場化」

的融合，讓青少年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成為青少年課外閱讀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有

才能的寫作者通過出版社出版新作，從而湧現出一大批「新概念」作者群體。

這個作者群通常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得一等獎的選手，由於賽事的權威

性，「一等獎」的名分能夠為其在出版界落腳提供較大的便利。作者在出書的時候，可

以以「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獲獎者」的身份，取得出版社的喜愛，繼而使其為之出版

圖書。

這個「新概念作家群」有以下特點：

1. 他們出生於 1980 年之後，童年時中國文學已經從「共鳴」時代過渡為「個性」時

代，因此，普遍有着更加強烈的個性化表達慾望。

2. 他們出道年齡多在 15-20歲之間，這個年齡階段多處於校園時期，社會閱歷並不豐

富，因此常以校園為背景進行創作。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關注者，也即其讀者群，是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其他則是一

些中小學的語文教師），而這個群體的特點是容易對同齡人的作品產生共鳴。作為習慣

於書寫考場作文的青年學生而言，閱讀同齡人創作的文學作品對於他們而言是愉悅而令

人深感幸福的；而作品中緊跟時代潮流的敘述語言、熟悉的敘述內容，讓他們能夠在閱

讀中產生共鳴，進而推薦給其他閱讀者。

（（二二））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得得獎獎作作品品中中體體現現出出的的群群體體性性特特徵徵

1. 情情緒緒化化描描寫寫

    文章以感性而非理性架構，以情感而非邏輯敘述為特點，情緒化的宣洩高於理性的

訴求，心理活動多於事實描寫。省略號多、感歎句多，融情於景頻繁出現。這都是情緒

化書寫的特質。這些情緒化的描寫，導致文章通篇充斥着絕望、憂傷、叛逆等情緒，使

得「新概念作文」的作品集情緒氾濫。這種情感至上的寫作方式，傳達出以個人為中心

的個性化導向，而過多負面情感的累積，會造成學生情緒低落，多愁善感，盲目去追求

憂傷或反叛的情緒，對建立樂觀積極的人生觀有着負面影響。另外，這也讓作品裏只有

單薄的情感流淌，沒有事實與邏輯的滋潤，文章乾涸、蒼白、荒蕪、矯情，難登大雅之

堂。

2. 言言語語的的「「非非慣慣常常」」

  作品中採用的語言有別於考場作文的，其特點是文學性較強、語言結構不完整、跳

躍式。此類語言特點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獲獎作品中體現出作者並不純熟的寫作技巧，

被視為對傳統表達方式的一種反叛。這種語句如果出現在應試作文，會被評卷者毫不猶

豫地視為存在語病或者錯別字的病句，直接扣分。另外，因為受到網絡語言的影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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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作文大賽」在第一、二屆鼎盛，在之後緩慢發展，但到第七屆之後，慢慢

地遇到了瓶頸期。這個瓶頸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見端倪：

1. 參參賽賽人人數數及及稿稿件件數數目目走走低低

參賽稿件經歷了從激增到緩慢增長的過程，第五屆開始增長率不足二成，而在第七

屆之後，這個數值逐步下降，到後來甚至未曾透露稿件數目。這充分反映了學生們的參

賽積極性從熱情高漲到逐漸消減。儘管一位參賽者能夠投遞多份稿件，以至於無法精確

測算多少人參加了大賽，但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參賽人數的下滑。

2. 《《萌萌芽芽》》與與獲獲獎獎作作品品集集銷銷量量的的走走低低

第一屆作品選的銷量非常好，由於各大中學的推崇，32兩冊圖書為一套，總共賣了 50
餘萬套，33且十年未衰。第一屆的獲獎作品堪稱經典，成為學生們競相傳閱的書籍。但

是，其後的作品選銷量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萌芽》在 2003年刊行量高達 26 萬冊，

並在 2004年初接近了三十萬，「2004年（第六屆）突破 50萬本的大關後，銷量也在走下

坡路。」34《萌芽》的銷量困境，與大賽影響力的減弱互為表裏。因為《萌芽》是參賽並

取得報名表的必需品，其銷量與大賽息息相關。

事實上，儘管其後大賽的一等獎獲得者有所增多，但走上文學道路的同學日見減

少，而參賽作品也顯示出同質化、套路化的毛病，儼然顯現出一種「新概念」模式。更

有甚者，參賽同學也沒能因獲獎而走進名校。凡此種種，使得「大賽」的影響力無可避

免地日漸減弱。

四、參賽作品內容分析及其局限

（（一一））「「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參參賽賽作作品品概概述述

大賽評委由兩部分組成：作家和高校的文學教授。作家作為創作文學作品的主體，

傾向於挑選作為文學寫作後繼者的群體；而高校中文系教授作為文學研究的主體，以專

業文藝批評的視野審視作品。這些作家都是學界和文學界的權威人士，如王蒙、曹文

軒、方方等。由此可知，得到評委的認可，也就是得到主流文學創作界和文學研究界對

文學新人的一種認同。這包括兩個方面：創作能力與科研能力。因此，新概念作文大賽

的獲獎作品具有評委導向性。

                                                           
32 例如，根據趙長天在〈好些，更好些——序「中華杯」《第二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

選》〉的記載，某校理科班學生購買了四百多套。見韓寒等著：《第二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

作品選（A卷）》，頁 1。
33 數據來源：那多：〈《萌芽》遭遇瓶頸尋求突破〉，《出版參考》第 19 期（2006 年 7 月），頁

18。
34 那多：〈《萌芽》遭遇瓶頸尋求突破〉，頁 18。

「新概念作文大賽」參賽者通過參賽作品，得到主流作家的認可，這種賞識，給予

了他們後來的發展根基；而由評委們甄選出的參賽作品，通過在《萌芽》上選登以及

《獲獎作品選》的發行獲得知名度，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文學性」與「市場化」

的融合，讓青少年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成為青少年課外閱讀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有

才能的寫作者通過出版社出版新作，從而湧現出一大批「新概念」作者群體。

這個作者群通常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得一等獎的選手，由於賽事的權威

性，「一等獎」的名分能夠為其在出版界落腳提供較大的便利。作者在出書的時候，可

以以「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獲獎者」的身份，取得出版社的喜愛，繼而使其為之出版

圖書。

這個「新概念作家群」有以下特點：

1. 他們出生於 1980 年之後，童年時中國文學已經從「共鳴」時代過渡為「個性」時

代，因此，普遍有着更加強烈的個性化表達慾望。

2. 他們出道年齡多在 15-20歲之間，這個年齡階段多處於校園時期，社會閱歷並不豐

富，因此常以校園為背景進行創作。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關注者，也即其讀者群，是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其他則是一

些中小學的語文教師），而這個群體的特點是容易對同齡人的作品產生共鳴。作為習慣

於書寫考場作文的青年學生而言，閱讀同齡人創作的文學作品對於他們而言是愉悅而令

人深感幸福的；而作品中緊跟時代潮流的敘述語言、熟悉的敘述內容，讓他們能夠在閱

讀中產生共鳴，進而推薦給其他閱讀者。

（（二二））新新概概念念作作文文大大賽賽得得獎獎作作品品中中體體現現出出的的群群體體性性特特徵徵

1. 情情緒緒化化描描寫寫

    文章以感性而非理性架構，以情感而非邏輯敘述為特點，情緒化的宣洩高於理性的

訴求，心理活動多於事實描寫。省略號多、感歎句多，融情於景頻繁出現。這都是情緒

化書寫的特質。這些情緒化的描寫，導致文章通篇充斥着絕望、憂傷、叛逆等情緒，使

得「新概念作文」的作品集情緒氾濫。這種情感至上的寫作方式，傳達出以個人為中心

的個性化導向，而過多負面情感的累積，會造成學生情緒低落，多愁善感，盲目去追求

憂傷或反叛的情緒，對建立樂觀積極的人生觀有着負面影響。另外，這也讓作品裏只有

單薄的情感流淌，沒有事實與邏輯的滋潤，文章乾涸、蒼白、荒蕪、矯情，難登大雅之

堂。

2. 言言語語的的「「非非慣慣常常」」

  作品中採用的語言有別於考場作文的，其特點是文學性較強、語言結構不完整、跳

躍式。此類語言特點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獲獎作品中體現出作者並不純熟的寫作技巧，

被視為對傳統表達方式的一種反叛。這種語句如果出現在應試作文，會被評卷者毫不猶

豫地視為存在語病或者錯別字的病句，直接扣分。另外，因為受到網絡語言的影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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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語言突出了時代特徵，充滿着幽默氣息與青春俏皮的色彩。這些符號，是校園生活的

一個縮影，也是日常生活語言的一部分，就被大膽地納入「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賽作

品中來。但在另一方面，這也對鼓勵中學生使用規範現代漢語的教育造成不良影響——

過分追求語言的非慣常，容易導致語言運用技巧並未成熟的中學生誤入歧途。

3. 模模仿仿痕痕跡跡重重

  這是初學寫作者作品中比較突出的特點，而模仿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者較

為推崇的寫作方式。寫作訓練本身就是從模仿開始的，模仿能夠讓習作者快速認識和了

解寫作技巧，有利於快速提高寫作能力。另外，通過模仿架構的作品，往往較為成熟，

「致敬經典」這樣一個行動，成就了作品與文學史的對話。這種過重的模仿痕跡，給予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賽者一種錯誤的導向，過度的模仿導致了原創性不足，會讓後

繼者不願意去用自己的才華和語言來表達，盲目跟從前輩，使得「新概念作文大賽」的

獲獎作品成為了類型化的青春文學，很難再有突破。參賽者們除了模仿經典作品之外，

還對之前的參賽作品進行模仿，揣度怎樣的作品才能獲獎，並以之為範本。因此，在第

一屆之後，就有大批量的作品刻意模仿之前的作品。而在之前的大賽中獲獎的參賽者，

也並未突破自己既有的寫作方式，而是延續原有參賽作品的特色，在體裁和內容上都沒

有任何突破，而語言風格上也高度一致。

大賽由於參賽者的年齡限制、字數限制以及評委的一成不變，作品的同質化日趨嚴

重，且偏離了培養文學人才的多元化軌道，陷入新的窠臼，導致後期的衰敗。

五、新概念作文大賽發展歷程總結——當「變革者」成為庸常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式微，主要原因是作為「反叛者」的新概念矯枉過正，形成

了新的「套路」，內容和形式同質化嚴重，且與當時的「新概念」本身背道而馳。隨着

時代的發展，文學市場化導向日趨明顯，以教育改革為導向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勢必

衰落。

除了自身參賽作品的顯著局限性之外，其形式上也有着庸常化的傾向。

（（一一））《《萌萌芽芽》》困困境境引引起起大大賽賽衰衰落落

從形式上看，「新概念作文大賽」延續了傳統的文學賽事的模式，為了提高期刊的

銷量，使參賽者只能通過購買《萌芽》獲取報名表，且該報名表複印無效。並且參賽作

品只能通過郵路寄送紙質版本，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投稿方式，程序繁瑣而需要耗費郵

資。在網絡傳媒日益興隆的時代，隨着自媒體的興起，以《萌芽》為代表的傳統紙媒開

始衰落。由《萌芽》主辦的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通過郵寄的方式參賽的參賽途徑顯得陳

舊而缺乏吸引力。相比之下，網絡平台由於門檻較低，受眾較廣，傳播速度較快，吸引

了眾多寫作愛好者。

而除了紙媒形式本身之外，《萌芽》雜誌作為「新概念」的載體和「新概念作文大

賽」的主辦方，在「新概念」的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但是《萌芽》作為老牌青春文學

的刊物，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亟待突破。

首先是《萌芽》面臨着其他一些青春文學刊物的衝擊。如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有

限公司，擁有強大的寫手陣容，還出版了《最映刻》等多種刊物，每一種都有各自的定

位和風格，主要讀者群是初高中文藝青年，並不定期地舉辦「the next 文學之新」青春文

學徵文大賽，並採用設立人氣復活機制，將選票印在雜誌上的辦法，來極大地提高銷

量。與之相比，《萌芽》恪守着自己純文學的道路，雖然採取了增刊的形式，讓從「新

概念」走出的文學新人來參與編輯工作，讓雜誌更加契合當代學生的閱讀需求。然而

《萌芽》在這方面的努力充滿矛盾，它一面渴望遵循雜誌以往挖掘嚴肅文學新人的目

標，而不讓雜誌顯得太過庸俗化，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考慮市場化的需求。在各大青

春文學雜誌花樣翻新的時候，它的排版依舊質樸而無新意；在視覺化的年代里，《萌

芽》中的插圖一如既往地少，不能夠提起讀者的閱讀興趣；《萌芽》的印刷依舊採取套

色，與許多彩色印刷的文學刊物相比，它的印刷依舊沒有亮點。

此外，《萌芽》沒有擺脫許多紙媒的通病，儘管它的宗旨在於挖掘新人，但它依舊

像一切紙刊一樣，在有意無意之間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寫手圈子。這當然有一定的市場考

慮，因為，大多數讀者會受知名作家的吸引去閱讀雜誌，但這從另一個方面又打擊了想

要登上《萌芽》的其他一些青年寫手，也讓《萌芽》失去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新概念」所依託的紙媒《萌芽》面臨的危機，直接反應在作文大賽之上，引起其

連鎖反應。

（（二二））與與高高校校的的合合作作若若即即若若離離

「新概念」與高校的合作，是高校對文科人才的一種雙向選擇，它依託於高考制度

與高校對選拔文科研究人才的需要。

「新概念」的影響力因為高校不再參與保送而下降。從第三屆開始，「新概念作文

大賽」不再為高校提供保送生，這代表着參賽者依然需要參加高考來完成自己的大學夢

想，這就讓許多原來打算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賽」逃避高考的考生們打了退堂鼓。儘管

經過面試還是有可能獲得 20 分左右的加分，但是這樣的條件，與「保送」相比還是相去

甚遠。從客觀上來說，高三學生面臨着極其繁重的高考的壓力，並不具備大規模參賽的

條件。由於課業繁忙，許多參賽者甚至進入了復賽卻放棄了復賽的現場角逐。保送這一

天大誘餌的失去，讓眾多考生不屑於通過「新概念」進行角逐。

而隨着時代的變革，更多的中學生開始擁有除高考之外多元化的未來道路，例如出

國出境留學等。加之隨着高校擴招，上大學的難度有所下降。「高考」不再是改變命運

的唯一渠道，而僅僅只是人生的一種選擇；「上名校」也並不決定了學生將擁有一個光

明無憂的前程。因此，更多的學生開始將目光轉移到別處。另一方面，高校所需的文科

人才素質，通過創意寫作這一點並不能很好地展示。文字能夠展現一位學生的作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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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語言突出了時代特徵，充滿着幽默氣息與青春俏皮的色彩。這些符號，是校園生活的

一個縮影，也是日常生活語言的一部分，就被大膽地納入「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賽作

品中來。但在另一方面，這也對鼓勵中學生使用規範現代漢語的教育造成不良影響——

過分追求語言的非慣常，容易導致語言運用技巧並未成熟的中學生誤入歧途。

3. 模模仿仿痕痕跡跡重重

  這是初學寫作者作品中比較突出的特點，而模仿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者較

為推崇的寫作方式。寫作訓練本身就是從模仿開始的，模仿能夠讓習作者快速認識和了

解寫作技巧，有利於快速提高寫作能力。另外，通過模仿架構的作品，往往較為成熟，

「致敬經典」這樣一個行動，成就了作品與文學史的對話。這種過重的模仿痕跡，給予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賽者一種錯誤的導向，過度的模仿導致了原創性不足，會讓後

繼者不願意去用自己的才華和語言來表達，盲目跟從前輩，使得「新概念作文大賽」的

獲獎作品成為了類型化的青春文學，很難再有突破。參賽者們除了模仿經典作品之外，

還對之前的參賽作品進行模仿，揣度怎樣的作品才能獲獎，並以之為範本。因此，在第

一屆之後，就有大批量的作品刻意模仿之前的作品。而在之前的大賽中獲獎的參賽者，

也並未突破自己既有的寫作方式，而是延續原有參賽作品的特色，在體裁和內容上都沒

有任何突破，而語言風格上也高度一致。

大賽由於參賽者的年齡限制、字數限制以及評委的一成不變，作品的同質化日趨嚴

重，且偏離了培養文學人才的多元化軌道，陷入新的窠臼，導致後期的衰敗。

五、新概念作文大賽發展歷程總結——當「變革者」成為庸常 

「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式微，主要原因是作為「反叛者」的新概念矯枉過正，形成

了新的「套路」，內容和形式同質化嚴重，且與當時的「新概念」本身背道而馳。隨着

時代的發展，文學市場化導向日趨明顯，以教育改革為導向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勢必

衰落。

除了自身參賽作品的顯著局限性之外，其形式上也有着庸常化的傾向。

（（一一））《《萌萌芽芽》》困困境境引引起起大大賽賽衰衰落落

從形式上看，「新概念作文大賽」延續了傳統的文學賽事的模式，為了提高期刊的

銷量，使參賽者只能通過購買《萌芽》獲取報名表，且該報名表複印無效。並且參賽作

品只能通過郵路寄送紙質版本，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投稿方式，程序繁瑣而需要耗費郵

資。在網絡傳媒日益興隆的時代，隨着自媒體的興起，以《萌芽》為代表的傳統紙媒開

始衰落。由《萌芽》主辦的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通過郵寄的方式參賽的參賽途徑顯得陳

舊而缺乏吸引力。相比之下，網絡平台由於門檻較低，受眾較廣，傳播速度較快，吸引

了眾多寫作愛好者。

而除了紙媒形式本身之外，《萌芽》雜誌作為「新概念」的載體和「新概念作文大

賽」的主辦方，在「新概念」的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但是《萌芽》作為老牌青春文學

的刊物，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亟待突破。

首先是《萌芽》面臨着其他一些青春文學刊物的衝擊。如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有

限公司，擁有強大的寫手陣容，還出版了《最映刻》等多種刊物，每一種都有各自的定

位和風格，主要讀者群是初高中文藝青年，並不定期地舉辦「the next 文學之新」青春文

學徵文大賽，並採用設立人氣復活機制，將選票印在雜誌上的辦法，來極大地提高銷

量。與之相比，《萌芽》恪守着自己純文學的道路，雖然採取了增刊的形式，讓從「新

概念」走出的文學新人來參與編輯工作，讓雜誌更加契合當代學生的閱讀需求。然而

《萌芽》在這方面的努力充滿矛盾，它一面渴望遵循雜誌以往挖掘嚴肅文學新人的目

標，而不讓雜誌顯得太過庸俗化，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考慮市場化的需求。在各大青

春文學雜誌花樣翻新的時候，它的排版依舊質樸而無新意；在視覺化的年代里，《萌

芽》中的插圖一如既往地少，不能夠提起讀者的閱讀興趣；《萌芽》的印刷依舊採取套

色，與許多彩色印刷的文學刊物相比，它的印刷依舊沒有亮點。

此外，《萌芽》沒有擺脫許多紙媒的通病，儘管它的宗旨在於挖掘新人，但它依舊

像一切紙刊一樣，在有意無意之間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寫手圈子。這當然有一定的市場考

慮，因為，大多數讀者會受知名作家的吸引去閱讀雜誌，但這從另一個方面又打擊了想

要登上《萌芽》的其他一些青年寫手，也讓《萌芽》失去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新概念」所依託的紙媒《萌芽》面臨的危機，直接反應在作文大賽之上，引起其

連鎖反應。

（（二二））與與高高校校的的合合作作若若即即若若離離

「新概念」與高校的合作，是高校對文科人才的一種雙向選擇，它依託於高考制度

與高校對選拔文科研究人才的需要。

「新概念」的影響力因為高校不再參與保送而下降。從第三屆開始，「新概念作文

大賽」不再為高校提供保送生，這代表着參賽者依然需要參加高考來完成自己的大學夢

想，這就讓許多原來打算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賽」逃避高考的考生們打了退堂鼓。儘管

經過面試還是有可能獲得 20 分左右的加分，但是這樣的條件，與「保送」相比還是相去

甚遠。從客觀上來說，高三學生面臨着極其繁重的高考的壓力，並不具備大規模參賽的

條件。由於課業繁忙，許多參賽者甚至進入了復賽卻放棄了復賽的現場角逐。保送這一

天大誘餌的失去，讓眾多考生不屑於通過「新概念」進行角逐。

而隨着時代的變革，更多的中學生開始擁有除高考之外多元化的未來道路，例如出

國出境留學等。加之隨着高校擴招，上大學的難度有所下降。「高考」不再是改變命運

的唯一渠道，而僅僅只是人生的一種選擇；「上名校」也並不決定了學生將擁有一個光

明無憂的前程。因此，更多的學生開始將目光轉移到別處。另一方面，高校所需的文科

人才素質，通過創意寫作這一點並不能很好地展示。文字能夠展現一位學生的作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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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卻不能展現其學術能力。在此意義上，他們所具備的素質與高校中文系不完全吻

合。這導致雙向選擇斷鏈。

隨着高校自主招生的日趨多元化，其他作文賽事被納入高校的選拔體系之中，使得

「新概念」的地位受到撼動。「語文報杯」、「葉聖陶杯」、「北大元培杯」等賽事也

進入了高校招生的視野，其他如「冰心作文獎」、「魯迅青少年文學獎」、「中國少年

作家杯」等作文賽事都令人關注。各大高校開始不再將目光拘泥於「新概念」，也讓

「新概念」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三三））賽賽事事本本身身的的庸庸常常化化

評委的庸常化。每一屆都是原來的評委，只有少許變動。評委會內部的穩定性也導

致了審美同質化。

評審機制不透明。不同於網絡評選的透明化，賽事分數完全不對外公佈，以至於對

文學作品鑒賞上的差別容易引起輿論非議。

而在賽事結束之後，新概念並沒有很好的機制來維持各位寫手日後的發展。當其餘

比賽都為參賽獲獎選手提供大量網絡與紙媒的宣傳、頒發獎金、與選手簽約、為選手出

版書籍等福利的時候，「新概念」能夠為各位獲獎選手提供的資源卻非常有限。僅僅將

獲獎作品結集出版，讓各獲獎者不免心有不甘。往屆獲獎者的發展有好有壞，儘管絕大

多數都一如既往地熱愛文學，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成為了韓寒和郭敬明，淪為過氣寫手的

也大有人在。由於沒有金錢獎勵，無法鼓勵更多青年參賽，對於已經上大學或處於工作

崗位等沒有高考需求的寫作者而言，這並沒有太大吸引力。寫作者沒有動力參加賽事，

成為了賽事沒落的重要原因。

另外，盜版「獲獎作品集」的層出不窮也是一大因素。《萌芽》雜誌社對盜版書打

壓力度不夠，使得因盜版文集而懷疑「新概念」的水準者不在少數。作品集的閱讀量大

減，導致因被作品集吸引而參賽的中學生人數減少，更進一步削弱了大賽的影響力。

正如前文所述，大賽本身的局限性更導致了參賽者積極性的降低，而參賽作品質量

也進一步下降。

六、結論

「新概念作文大賽」是雜誌自救和市場化的有益嘗試，也是對高考考場寫作的反

叛，但這種反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導致參賽者在寫作時將言語本身作為炫耀技巧的工

具，從而使得「新概念作文」對主流作文教學乃至語文教學都產生了不利影響。而大賽

本身依賴於「中學語文教育」的支持，由於這部分市場的缺損，大賽的盛況很快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