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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四家卫视同时热播了电视
剧《宝贝》，观众对该剧褒少贬多。笔者
最突出的印象是“话语膨胀”，密集的人
物对话已经让人感到听觉上的审美疲
劳，比话剧还要“话”剧。

诚然，一部剧作要讲好一个故事，塑
造几个成功的人物，台词既是作品文学
功力的展现，又是对镜头语言的重要补
充和互动，观众总是希望能从不同风格
的影视中享受到语言的魅力，获得语言
上的力量，有些影视剧的台词甚至成为
经典而长久存留在观众心中。有特色和
个性化的台词，能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
汉语的魅力。然而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
同的艺术语汇，作为影像艺术的电视剧
属于视觉艺术，理应充分展示镜头语言
的叙事功能。

观看近期热播的几部电视剧，感觉
有些相当成熟的编导，过多依赖人物对
话推动剧情进展的倾向，却越来越不重
视镜头语言的运用。早些年看过的一些
中外经典影视剧，在注重台词的同时，特
别注重运用场景、道具和人物表情，反映
剧中人的性格及情绪，从而深入故事、推
动情节、塑造人物。观众看电视，更多是
通过画面受到感染和感动，并非只依靠
人物对白。电视剧作为家庭观赏艺术，
不能脱离镜头语言的本体。

应当承认，精彩的台词有助于深化
表演。但当下诸多电视剧的台词，要么
是故作深沉，要么是刻意耍贫嘴，游离于
剧情之外。特别是某些现实题材的家庭

伦理剧，把调侃当幽默，把网络用语或段子当时尚，并以此
标榜为“关注现实”。电视剧《宝贝》中的三对夫妻，只要到
一起就少不了耍嘴皮子，你来一言，我回一语，唇枪舌剑；在

《新编辑部故事》中，不是俏皮话，就是网络段子，无用甚至
无聊的台词塞满了每场戏的空间，有些台词和剧情毫无关
系，观众闭上眼睛就权当是听广播剧了。话语膨胀，不仅没
有给剧情添彩，反而让观众感到剧情拖沓，听觉疲惫，导致
人物形象模糊。

“话语膨胀”的倾向，透露出电视剧编导在镜头语言表
现上的退化，演员对以形体语言表现内心活动的无能与无
奈，同时也暴露出相当一些电视剧越来越不重视人物的心
理刻画，用对白走捷径，观众很难看到那种“此处无声胜有
声”的画面，更谈不上“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了。

如果电视剧完全靠台词交代剧情，还将会助长某些偶
像派演员对表演的理解更加简单化，或是对塑造人物的误
读，以为只要能大段地背诵台词，再来点时尚的俏皮话乃至
歇斯底里的喊叫，就是表演到位
了。其实真正的好演员，功夫不
全在嘴上，台词只是表演功力的
一个方面。真正的好演员要张
弛有度，有伸展力亦有控制力，
有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表演
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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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今天，当人们谈起文学，可能首先想
到的便是小说。由故事而起的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遭逢各种
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变革，终成了今天的模样。写什么与怎么写，是
决定小说艺术品质的两个重要维度。6月14日，王彬、甘铁生、李
朝全、顾建平、刘书群、臧策、秦岭等在天津就小说的艺术特征进行
探讨，围绕“怎么写”各抒己见。

现在小说的产量可谓“惊人”，在每年 3000 至 5000 部的作品
里，有多少能称得上是好作品，让人们愿意花时间去阅读？网络文
学的冲击、改编影视作品的诱惑等因素，使许多小说粗制滥造。“小
说应该坚持自己的艺术品位，张扬独特的生命力”，李朝全以莫言
的作品为例阐述了这一看法。从《红楼梦》到《白鹿原》，这些作品
是小说回归本体、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结果。甘铁生提出，过去人
们常说“文无定法”，实际上忽略了前面的“文有大法”。小说要有
想象力和开阔的艺术空间。作家有责任提升大众的审美追求，不
能一味盯着赚钱。王彬着重分析了小说的叙事语言，谈论了直接
引语、间接引语等叙述方式的转化对小说叙事的影响。他认为，语
言是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文字应该经得起读者推敲。“小说是形
式与内容的结合，形式体现了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艺术修养。”秦岭
认为，当代小说如今该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专家探讨小说“怎么写”

青年写作应深入时代生活
□本报记者 王 觅

近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
员举行研讨会，就“青年写作与时代、社
会、历史的关系”展开交流探讨。学员们的
讨论涉及青年写作如何具有根性并接地
气、现代小说如何体现文学性、青年写作
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生态文学的发展
与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之间的关系、当下
写作新变及其特征等话题，发言踊跃，气
氛热烈。

龙仁青认为，写作要具有根性、接地气，
中国元素是必不可少的。当一部文学作品呈
现出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尽管这种色
彩只是属于一个乡镇、一个村落，也会成为
这部作品所承载的一种独属于它的文化元
素，比如属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是如此。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在不断消失。在这种气
候下，中国作家出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无
为态度，那就是对文化、对中国元素的无所
谓和不看重。当下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所描写
的地名是虚构的，这貌似是为了避免作品人
物和现实人物的对号入座，其实是因为现实
的地域已无法承载他所描写的故事，真实的
地域中的一些文化元素已经不复存在。这
种现象对我们是一种警示。作家们应当以
自己的文学作品为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
化作出贡献，让那些富有中国地域民族特
色的文化元素在中国的文学殿堂中凸显和
呈现。

“青年写作必须深入时代生活。”温青开
门见山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谈到，就像钢
出自于铁一样，青年写作只有经过时代生活
的铣削、打磨和锤炼，才能从顽石中淘出美

玉。反思当下的青年写作，不仅存在着急躁
和毛糙现象，而且由于急于敷衍、拼凑文本，
使得远离现实的创作越来越多、越来越流
行，出现了大量缺乏对时代生活具有真实感
知和真诚观照的作品。需要注意到的是，作
家缺乏沉淀和思考的个人经验，并不能很好
地与时代生活接轨；沉浸于小我不能自拔，
使作家无法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个人经验，
以直接体验替代理性思考；执迷于微观描
摹、近距离观照物象，不能见微知著，会造成
作品与时代生活脱节，陷入微小的、私人
的、静物素描式的经验漩涡。因此，作家
必须让作品留下时代的烙印，在历史感、
主体意识以及对社会的反思方面要有自己
的担当。

谈及文学的现实性，石一枫表示，上世
纪 80 年代的文学作品现实性大都很强，令
人震撼。但当下的文学在变得“手艺化”的
同时，与现实逐渐脱离了关系，在社会中的
影响力越来越小。现在人们往往只能举出
作家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名字及
其中的人物形象，现在的小说对社会造成
的震撼甚至还不如网上的一些社会新闻。
新世纪以来，一批作家很希望能通过自己
的作品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作出了
有益的尝试。事实上，作家应不断思考文
学在现实中起到的独特作用，文学不仅要
反映现实，还应像灯一样，发挥其照亮人们
价值观的作用。影视的“大工业生产”永远
代替不了文学的“小作坊写作”。同时，面对
这样的现状，作家绝不能“躲”。比如有的青
年作家只关心文学的趣味性，不关心其内容
和思想性，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躲避，是不

可取的。
在王永盛看来，我们的生活十分精彩，

其精彩的程度及能提供给读者的阅读感受
与体验，甚至超过了文学虚构所提供的范
畴。但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代言人或传声
筒，除反映生活现状外，其终极目的是阐述、
追问精神的指向和生命的意义。现实本身
代替不了文学的本质，代替不了作家们对人
心世界微妙与波澜的探寻。青年作家的个
人记忆和经历总是有限的，如果它们被掏
空，往往会使作家无以为继。其实，作家可
以借助社会资讯，在虚构想象中嵌入一定的
真实，让小说拥有等同于个人经历和体验的
质感，让想象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营造生存
方式、文化空间、人际关系的外部命运和内
部心理，并通过对人的理解而达到对生存意
义的领悟。只要青年作家不断挖掘各自的
写作富矿，让个人体验更加丰盈，就有了
走得更高更远的可能。此外，成功的作家
都有自己独特的标签，青年作家也应给自
己贴上与众不同的地域、题材、语言、风
格等各种标签。

“一个民族，作家没责任、文人无使命，
是悲哀的。”张建云说，什么是好和坏，什么
是健康和腐朽，什么是淳朴自然和虚伪浮
夸，作家应有理由、无条件地告诉社会、告诉
读者。对于作家，第一重要的东西永远不是
金钱与名利，而必然是自己的灵魂，是自己
的道德与真爱、正义与良心、责任与使命。作
家也要常照照镜子：要以心为镜，看自己是
否还有纯真善良的心灵；以群为镜，看自己
是否还有爱，爱家庭、爱他人、爱社会、爱祖
国；以人为镜，看自己是否有不嫉妒、不抱

怨、见贤思齐的德行。
郭广泉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自己对当

代诗歌的理解。他注意到，当代诗歌的属
性是相当复杂的，其语言特征、文本实
践、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呈现出的多元和分
化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当代诗人在面
对传统时必须具备足够的甄别能力，要求
当代诗歌不断接受来自内部的更新与升
级。仅凭破坏已经不能满足诗歌审美的自
然生长和读者的胃口。诗人应当坚信当代
诗歌的自我激活和调整机能，坚信它会在
混杂而浩繁的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
其天然的文学秉性，会与优异的诗人和读
者不断相遇。

徐向群通过将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两
相对比，发表了自己对“作家为什么而写作”
的看法。她说，网络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网
络作家和网络文学的诞生。自从出现了网络
文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争议就从
未停止。传统作家正在逐渐认可网络作家，
但彼此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传统作家认为
网络文学大都粗制滥造，有的网络作家还能
靠此赚得丰厚收入，感觉很不可思议；网络
作家则认为很多传统作家自己的作品没人
看，却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和歧视。其实，传
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各有所长，彼此应取长补
短，互相学习。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表示，青年作
家要进一步担当起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始终
葆有境界的高远、使命的自觉、实践的切入，
并注重在全球背景上处理好中国元素与世
界因素的关系，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照亮历
史、现实和未来。

本报讯 新疆霍城不仅风景
秀丽，而且历史悠久，其独特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有待开发和
挖掘的宝矿。6 月 15 日，《中国作
家》霍城影视创作基地正式揭牌。
丹增、谭谈、艾克拜尔·米吉提、
忽培元、杨匡满、于国宁、程绍武、
萧立军、董立勃、吴克敬、任芙康等
参加了揭牌仪式。

据悉，《中国作家》霍城影视创
作基地旨在搭建霍城影视文化发
展平台，吸引集聚各类影视文化人
才。《中国作家》与当地将展开多层
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出更富
魅力的影视作品。

活动期间，艾克拜尔·米吉提
书院在霍城县揭牌，并免费向公众
开放。该书院总面积 310 平方米，
馆内收藏了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作
家捐赠的 8000 余册图书，涵盖汉

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语种，为
当地各族群众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宣传弘

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交流也将产
生积极的影响。

（李墨波）

本报讯 6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复
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 “新世纪大学文学教育”研
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以及陈思和、南帆、施战军、毕飞宇、林建法、张燕
玲、王双龙、王鸿生、李洱、王宏图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
讨会，就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文学与批评的关系这两个主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
参加会议并发言。

国内很多大学的中文系曾认为“文学是不可教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近年来，不少文学批评家和作家
都在很多场合表达了“文学是可教的”的观念。李敬泽在
主题发言中说，他当年的老师告诉他，文学创作不可教，

“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创作中，天赋是第一位，这是不能
教的，但是不能以此否认训练的因素”。他以自己多年的
文学编辑工作为例说：“当我面对那么多著名作家的稿
子，有时候我也会感慨，他们很多人缺乏基本的训练。直
到现在，一些大作家在写作的技术上是严重不合格的，
在这个意义上，训练和学习未必不需要。”毕飞宇不久
前被聘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在他看来，“文学与高等
教育之间的关系，在过去 20 年的争论中似乎有了结
果，就是教育教不了文学。但现在，高等教育介入文学
越来越多”。

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李敬泽谈到，
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对文学做着经典化的努
力。陈思和也把文学批评解释为对文学进行归类和学术
化，正是因为学院批评具有对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功
能，今天的文学批评依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表示，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可以看做是文学批评
和文学教育中的一个典范，其意义在于让年轻的批评家
直接进入文学现场。中国现代文学馆本身就是一个学术
机构，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将使其成为学院和社会的
重要中介。

（欣 闻）

本报讯 由云南省文联、云南省作协举办的《张长文集》首发
式日前在昆明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致信祝贺。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刘智、云南省文联党
组书记郑明、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出席首发式并讲话。晓雪、原
因、蔡毅、黄毅等5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首发式。

云南白族作家张长多年来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因长
期生活在边疆，对少数民族生活有较深体会，所以作品充满边寨风
情，风格朴素清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长文集》共6册，
收录了作者近半个多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3篇、短
篇小说28篇、诗歌100多首、散文300余篇。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
现实社会和内心历程的优秀之作，也是对作者文学创作的全面回
顾和总结。其中《空谷兰》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
说《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和长篇小说《太阳树》分获第一、
二、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与会者表示，张长从写诗歌、散文起家，后转攻小说，他的作品
语言简洁明丽，构思精致巧妙，境界开阔空灵，体现了作家对文
学的坚守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李朝德）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贺敬之、张全景、李慎明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百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
事会，决定聘请贺敬之、张全景任名誉会长。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是2012年3月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
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该会的宗旨是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宣传中国红色文化。一年多来，
研究会除进行理论研究外，还完成了各项基础性工作，并建立起由
国内优秀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润为在会上作报告，围绕什么是中国
红色文化、为什么要弘扬红色文化、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等问题
进行了理论阐述。他表示，弘扬红色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红
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正能量。

本报讯 6月 18日，由解放军报社主办的“聚焦
强军目标”军事文学创作与评论研讨会暨首届长征文
艺奖颁奖仪式在河南信阳市举行。《解放军报》总编辑
谭健和贺捷生、石祥、柳建伟、曾凡华、李迪、柳江南、庞
天舒等作家、评论家及获奖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者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就军事文学
如何在全民族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进程中有所
作为，如何培育军事文学创作的沃土等话题展开了探
讨。大家认为，对军事文学创作与评论来说，“聚焦强
军目标”，就是要坚守和传承军事文学的鲜明特质和本
色，始终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军旅

作家要真诚地把目光投向基层、投向官兵，跟上军队建
设的铿锵步伐，把“兵味”和“军味”渗透在字里行间，努
力为部队官兵创作出凝气提神的作品。

创办于 1975年的《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30多年
来生动展示了我军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广大官兵的精神
风貌。2012 年开始，解放军报社设立了“长征文艺
奖”，为过去一年中在“长征”副刊上刊发的优秀作品评
奖。首届长征文艺奖共评出高洪波、贺捷生、段天杰、
张庞等56位作家的50篇获奖作品，包括诗歌、散文、报
告文学、小说和文艺评论等。颁奖仪式上，主办方还为

“长征”副刊专栏作家颁发了聘书。 （籍 云）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耿林莽散文诗创作
研讨会在浙江湖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诗
人、诗歌批评家与会，就耿林莽散文诗的创作特点、散
文诗观等问题进行研讨。

耿林莽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散文诗创作，先
后出版了《醒来的鱼》《五月丁香》《飞岛的高度》《远方，
比远还远》《散文诗六重奏》等多部散文诗集。与会者
认为，耿林莽的散文诗注重表现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冲
突，在对“乡愁”的书写中表达对时间和生命的独特感
悟。他试图摆脱散文诗中矫饰柔弱、华而不实的不良
诗风，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艺术上，
他“追求凝练，也喜欢潇洒飘逸”，“热衷柔美，也追踪豪

迈和奔放”，这使得他的散文诗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新
世纪以来，耿林莽在创作中使用了象征、反讽等艺术手
法，增强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耿林莽在创作之外，也写过多篇文章探讨散文诗
的文体特征。他曾写道，“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
发展和延伸”，因此在创作中应该“将散文化入散文诗
中，而非把散文诗化成了散文”。与会者认为，对于散
文诗的文体归属，诗歌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无论是
把它当做诗的一个分类，还是独立的一种文体，其目的
都是为了提升散文诗的文体地位。一种文体的成熟需
要众多优秀的作品来支撑，耿林莽的作品无疑为散文
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作家》霍城影视创作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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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文集》在昆明首发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首届长征文艺奖在河南信阳颁奖

诗歌界研讨耿林莽散文诗

本报讯 6 月 18 日，鲁迅文学院
第 四 期 少 数 民 族 文 学 创 作 培 训 班

（2013·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开班。中
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
聪，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尔出席开班
仪式并致辞。开班仪式由中国作协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领导小组副组长
白描主持。

张健在讲话中说，本期培训班是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继
广西、贵州、西藏班之后鲁迅文学院举
办的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

班，也是中国作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他充分肯定
了内蒙古文学特别是内蒙古少数民族
文学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几代同堂的局
面，希望学员们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弘
扬民族文化，辛勤耕耘、潜心创作，用
优秀的作品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繁荣
发展、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
献力量。

黄文聪和巴特尔在讲话中表示，
此次培训班是鲁迅文学院首次在内蒙

古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他
们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长期以来
为繁荣发展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事业
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对
参加本期培训班的学员提出要求，寄
予厚望。

出席开班仪式的还有内蒙古作协
主席特·官布扎布、名誉副主席布仁巴
雅尔、副秘书长赵富荣等。

据悉，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
来自内蒙古各地的40名少数民族作家
参加。

（赵兴红）

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