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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下的文坛，年轻的“90后”作家已经成为不容小觑

的文学群体，2010年出版的《横空出世“90后”》选编了10
位“90后”作者的 17篇作品。在内容介绍中云：“我的青
春我做主，一个时代的宠儿。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发明了非主流……我们喜欢说 Just do it！我们觉
得自己很重要。我们觉得有自我才有美可言。我们对

‘80 后’很不屑。我们不是崩溃的一代。我们不是迷失
的一代。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的肩膀有所担当。
我们都是‘90 后’。”在王怡然的题为《“80 后”已去“90
后”出世》的序言中说：“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早已把‘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变成了‘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了，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能够看
见‘90后’在中国文坛掀起青春的狂野风暴。”

在“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追求下，“90后”作家不断在
文坛上展示着他们的阵营：2010年7月始的“90后”作家
联谊会已举办了四届，“这个组织的成立，就是应对‘90
后’出现的众多问题，让社会以正确的方式关注我们”。

“90 后”十大作家排行榜、“90 后”新锐作家金牌榜、“90
后”美女作家“十二钗”排行榜、“90 后”五大实力作家、

“90后”京派五大实力作家、中国“90后”最具代表性的 6
位作家、中国“90后”作家财富榜等不断出炉。《出名要趁
早：中国十大“90 后”作家最佳校园文学作品选》（2010
年）、《“90后”获奖作家中学校园佳作》（2010年）、《超级

“90 后 ”》（2011 年）、《最 青 春 ：新 概 念“90 后 ”作 品
选》（2012年）、《盛开·“90后”新概念》（2013年）等作品选
先后出版，“90后”文学网、“90后”文学刊物也先后问世，

“90后”作家的作品不断出现在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他
们的作品集、长篇小说陆续出版，“90 后”已经形成了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群体。

二
或许与“出名要趁早”的思路有关，或许与“90后”作

家已有了相当的读者群有关，年轻的“90后”作家纷纷创
作出版长篇小说，这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确实在
中国文坛掀起了“青春的狂野风暴”。

与“80后”作家最初步上文坛相似，“90后”作家的创
作也以描写校园生活的成长小说为主，以自我的校园生
活为素材，在抒写青春的追求的同时，也袒现青春的烦恼
与思考。张牧笛的《走走停停》描写了花季少年史青橙、
罗卡卡、唐西冽、秦桑末等的初中校园生活，有青春的追
求与渴望，有青涩的情感与向往，有纯真的梦幻与成长。
一唏的《像浮云般飘散》描写了宇多、米格、子滕、包子、九
月、小米、小佳四男三女的初三校园生活，沉重的学业、未
卜的前途、感情的纠葛、理想的追求，一切像浮云般飘
散。黄天问的《谁射落了他的太阳》描写了田行健、王一
羽、苏世、吴丝雨等初中生，在校园组织文学沙龙、民主选
举班干部、与老师的观点发生冲突等，呈现出青年人的独
立个性与自主意识。唐朝的《把梦还我》描写了中学生早

恋的甜蜜与惆怅：老酋与洪豆豆、汤佳佳与冷明清、鲍斌
斌与文丽、神仙手与李宇春，在阴错阳差的追求中，有惆
怅期待，也有曲折痛苦。张佳羽的《我的绰号我的班》描
写初中二年级普通班的故事：56个同学 56个绰号，直肠
子、蔫萝卜、乌龟蛋、长腿蚊、冲天炮……有情窦初开的单
相思，有懵懵懂懂的师生情，有愤世嫉俗的闹课堂，有孩
子与家长的爱和恨。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90后”成长
的烦恼和痛楚（周宏翔《时间浪潮》、一唏《青春无用》、后
博寒《这是谁的90》、柏茗《刹那行年》、孟祥宁《像向日葵
一样成长》），有“90后”成长中的追求与憧憬（周宏翔《睡
在你的回忆里》、陈励子《边走边长大》、张佳羽《千面好男
生》、杜雅熙《错恋》、苏沫颜《妖颜惑众》）。“90后”作家们
往往以自叙传般的笔触，忆写他们校园生活中的苦与乐。

与“80 后”作家不同的是，“90 后”作家登上文坛后，
除了抒写校园生活外，还将眼光拓展至现实社会，在揭示
社会的复杂和险恶时，展现出“90 后”一代人的执拗追
求。疏星的《把耳朵捂住》从网络暴力揭示现代社会人言
可畏的现状：校园网络贴出了富家女叶之桃在酒吧打人
口出狂言的帖子，被打者杨怀亦又被人打成右腿粉碎性
骨折，学芭蕾舞的她永远失去了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叶之
桃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不堪忍受的她选择了自杀。孙
梦洁的《世界病》通过时一家人心理心态的勾勒，揭示了
这个世界的病态：患有抑郁症的式微生活在痛苦与挣扎
中，努力以爱去抚平伤痛的嘉丽却总处于难以调和的矛
盾中，执意追求梦想的纳豆在同病相怜的疗伤后又陷入
陌生的处境。余慧迪的《万能胶片》描写了电影爱好者的
奋斗人生：保安杨天一挂在网上的手机短片受到关注，他
决定拍摄微电影参加青年独立电影节，他邀请陆修瑜等
人组成了制作团队，在克服重重困难参赛片如期播出时，
陆修瑜却发现他的名字竟被换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
得复杂而迷离。苏笑嫣的《外省娃娃》以一个借读生重返
家乡参加高考前后的经历，展现高考借读生压抑的学习
环境和心路历程。李雪的《遗失夏天》描写文艺青年在追
梦路上的坎坷与失落，文艺青年幻影在文艺路上遗失了
朋友，也遗失了自我。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90 后”遭
遇的噩梦般的社会环境（余慧迪《北城以北》、顾文艳《和
氏璧的谎言》、后博寒《千城》、夏末一《如果眼泪可以不悲
伤》、魏天一《镜子风暴》），有“90 后”不懈的梦想与追
求（薛彬《不夏》、李慧研《下一站，天后》、杨七诗《我们的，
他们的爱》、颜岸《云朵上的琉璃歌》、汪炼《拜托公主》）。

“90后”作家们常常以冷峻的笔调，展现面对社会复杂时
的惆怅与挣扎。

“9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的青春我做
主”的姿态中，却常常描述个人难以把握的坎坷命运，
抒写坎坷命运中人物的心理心态。吴子尤的《谁的青春
有我狂》抒写一个病患少年在医院病床上的所思所想，
他忍受着疾病的苦痛和死亡的威胁，他思念着青春的友
情与思恋，展现出对于生活的眷恋与生命的顽强。张悉
妮的《假如我是海伦》叙写了主人公3岁时因病聋哑后
的经历，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竭尽全力颠沛流离，病中

的主人公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面对人生。王立衡
的《不锁年少》描写了 9位身世性格不同的少年的命运，
有的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有的母被父杀执意弑父，阴谋与
复仇、仇恨与情爱交织在青春的骚动中。一唏的《小西
天》描写了家庭破碎少年夏宇的不幸与追求，父母的离
异、父亲的再婚，留给夏宇的是无尽的苦痛，他在寄宿学
校的同学中寻找着友情与真情。后博寒的《地平线》讲述
了主人公坎坷的成长经历，10 岁时母亲离世，继母到来
后家庭的纠纷，求学时遭到的奚落欺凌，成人后父亲的病
逝，突出了苦难中的成长与成熟。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有

“90 后”在坎坷命运中的希冀与追求（王立衡《宛如昨
日》、张牧笛《夏日终年》、周宏翔《少年们无尽的夜》、林汐

《蒹葭往事》、樊朔《红绿》），有“90后”在成长岁月中的挫
折与真情（李军洋《沉淀》、李悦嫣《把爱寄给天使》、李雪

《她的城市》、颜岸《泪空》、妮巧儿《亲爱的，那就是爱
情》）。“90 后”作家们大多以抒情的笔墨，抒写坎坷命运
中的挣扎与心理。

“90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以“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自
信与豪情，以其熟识的校园生活为基点，拓展至现实社
会、人生命运，在对于青春岁月的描写中，表达对于人生、
社会、命运等的理解与阐释，在将自我的人生与心态融入
作品中，在抒写青春的烦恼与追求时，也寄寓了对于社会
与人生的某些思考。

三
“90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形成了青春叙事的共性：以

抒情性的笔触抒写充满青春气息的生活与故事，以靠拢
自我生活的方式展现青年人的人生与心理，在非主流的
姿态中表达自我的情愫与思考，以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欲
望表现青年一代的独立个性和执著追求。

“90后”作家是伴随着因特网、游戏机、电影大片、手
机短信、《哈利·波特》、新概念小说等成长起来的，他
们的小说创作也往往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离奇的想
象、诡异的构思、夸张的笔法、反讽的笔调，以及言情、玄
幻、灵异、穿越、推理、惊悚、魔法、武侠等因素常常出现在
他们的创作中，甚至成为他们创作的某种类型，呈现出
他们的创作与前辈作家迥异的别样才情。

“90后”作家就像当代文苑崛起的一丛丛翠竹，朝气
蓬勃青翠欲滴，让文苑洋溢着青春气息。这一丛丛正在
拔节生长的翠竹，毕竟还有几分稚嫩，他们的创作相对缺
少生活的厚度和硬度，作品的抒情笔触的恣肆汪洋中，往
往缺乏适当的节制，在宣泄式的表述中往往轻灵有余而
厚重不足。在“出名要趁早”等急功近利的焦虑中，有的
写得太快太多，缺少积淀和推敲，甚至常常重复自己。某
些人在努力追随郭敬明、韩寒的脚步中，又往往显得步履
蹒跚力不从心。在热衷于排行榜的排名中，又忽略了脚
踏实地的创作。

“我的青春我做主”，人们在欣赏“90后”作家的才情
与自信的同时，更盼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为厚重更为深
刻的杰作。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观“9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杨剑龙

五四运动推广白话，语文结合，鲁迅、胡适等人的学
术性文章大多通俗易懂，显示出白话方便沟通的优越特
性。如今学术队伍扩容，少数学人养成了操弄文字的不
良习惯，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读者因此有理由向那
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者发出“请说人话”的喊话，虽然听
起来感觉尖刻，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此类学术文章也一样深怀不满，但秉性谦和，觉
得即使是批评也还是要与人为善，尽可能避免过于刺激
的言词，换一个温柔的说法或许更能敦促学术讨论中惯
于故作艰深的人士对此予以必要的反思。那么换一个什
么说法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要求学者用简单的人话来表
述其研究成果，这样说也许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因为与
简单的人话相对的只是复杂的人话，而有了这样的区分，
就可以把那些被人指责不说人话的人纳入到人话的范围
里来，解释说他们说的其实也是人话，不过是复杂的人
话，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少有人懂得罢了。

但这样说，其实为人开脱的效果很有限，说复杂的人
话，存心不让人听懂、看懂，不也违背了学术研究为人释
疑解惑的初衷？学术研究属于探索性的思维，活动于人
类未知的领域，比别人先行了一步，然后回过头来向大家
报告心得，与人分享探索的收获。这就要求说话要说得
明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我们看到一大批用复
杂人话报告学术收获的文章，要么大篇幅搬弄外国人彼
时彼地的言说，抬着这些国际名人的名号吓唬不知底里
的国人，要么为了显示论文含着高深的思辨，与人玩起了
文字游戏，让人堕入云里雾里，读者跟着作者绕来绕去，
最后竟然不知所云。既然费了好大的工夫读了学术文章
仍然不明底里，人们为何要去拜读此类让人头痛的文字，
徒添新的烦恼？

人与人用语言交流，表达方式各人可以不同，但只要
是交流，就要说人话，让人容易听懂、看懂的便是简单的
人话；复杂的人话，因为复杂，懂的人少，交流必会受到限
制。从实现交流的目的看，说复杂人话的人，要么是敝帚
自珍，不愿将研究心得与人分享，存心不想让人看懂、听
懂。如果真是这样，何必多此一举，写那些叫人看不明白
的学术论文。要么就是自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职
业的需要，必得要写文章，缘于无可告白，只好故弄玄虚，
玩文字游戏，设下文字迷障，绕来绕去，意思仿佛是我不
明白，你也休想弄明白。

五四时期旧式文人写文言的文章，自称雅驯，得意非
凡，但语文脱节，存在理解的障碍是不言自明的，而他们
又十分陶醉于孤芳自赏的欣快，并不在意人们理解与否，
失了说话意在交流的本旨；新派人物提倡白话，主张语文
结合，我手写我口，感觉理直气壮。那时白话与文言有过
一番激烈的较量，最后还是语言交流理解的要求占了上
风，白话流行，文言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古董。而新派
文人也很争气，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用白话写出了让人读得有滋有味的美
文；鲁迅、胡适、闻一多等人则用白话写出了晓畅明白、深入浅出的论说文。

我觉得现在那些坚持用复杂人话写学术文章的人，并不缺少究天人之
际、成一家之言的企求，平心而论，文章写出来谁不想满城争说、洛阳纸贵？
只是因为世风变化太大，人人都要在学术领域内跑马圈地、争夺话语霸权，
问题没有想明白，只好用复杂的人话包裹浅薄的思想在学界周旋。但这样
的东西糊弄人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浅薄的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写到这里我
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提倡白话的胡适，他说的那些大白话，其中不少含着深刻
的道理，他坚信白话（实际就是我这里说的简单的人话）可以表述精深的思
想，他虽然有留洋的经历，但并没有挟洋自重，做的是中国式的学问，说的是
中国话，他强调怎么想就怎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老老实实、脚踏实
地，我想这些都是学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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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的一档集教育、娱乐、竞赛于一体
的节目——“汉字听写大会”收获了从官方到学
术界再到普通老百姓的一致追捧。说实话，这种
能赢得社会各方面意志统一的赞扬声的局面还
是不常见到的。于是，从“民族的未雨绸缪”、“拯
救汉字书写”到“初中生令我们汗颜”、“教授在他
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之类的颂扬声铺天盖地，很
多参赛的初中生一夜成名，被赞誉为大师、男神、
文曲星下凡……

由于业务方面的原因，我也一直很关心这档
节目，也认认真真地像参赛的队员一样，在屏幕
前听写。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
毕业生，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硕士，然后又在文
学期刊杂志社担任了几年编辑的我，有好些生僻
字是写不出来的，相对常用的字也偶有卡壳的时
候。和那些年龄比我小得多，但经过充分准备，
专门把字典背过好几遍，甚至对难字、生僻字进
行了突击强化记忆的初中生比较，我或许不如他
们中的优秀者。但我不像许多观众和网民那样
好像一时间都失去了理智，被震惊，被征服，疯狂
地崇拜那些神童们，并在他们面前惭愧无比，继
而如梦方醒，赞扬汉字听写大会的及时、必须，然
后又牵引出诸多传统文化和爱国的问题……

作为本电视节目形态设计研发者的关正文
说：“为孩子们举办汉字听写竞赛活动的想法产
生于在美国有英语的全国拼字比赛，从 1925 年
延续至今，一代代孩子参加，成为全民关注的带
有民族性质、国家精神的活动。我们的汉字那么
美，传承又那么重要，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活
动。”在中国，就知识领域的“全面发展”而言，最

厉害的就是中学生。汉字听写大会只不过是在
这个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强化记
忆、竞技比赛的形式把一个单一的教育方面放大
了而已。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总监金越介绍：

“这不是一个秀场，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非常单
纯、简朴，但却可以吸引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
与，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恰恰相
反，笔者以为这个节目一点也不“单纯”、“简朴”，
它和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巧妙暗合，十分隐蔽和
微妙。它的出现，正是在教育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的当口，或许节目的策划人是出于无意，但它确
实把人们注意的目光和兴奋点引向了无边无际
的琐碎书写，或陶醉、或疯狂。

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时代，对于
汉字书写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认识，也值得探讨。
今天人们对于文字的运用，通过电脑输入远远超
过书面书写，识字，更多的侧重语音方面。随着
城市白领办公室的现代化发展，民众对汉字的手
写能力会有些许下降，但语言能力、认字能力、查
阅工具书的能力是不会下降的。社会发展使然，
一切现代化手段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更加简
便快捷。在这个时代，想用活字典击败电脑，恐
怕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算是语言文字方面的
专业人士，但同样感受到汉字的电脑输入对手写

形成的巨大冲击。文学期刊编辑部早就不是以
前的老样子了，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电脑和网
络。校对稿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过多数
时候遇到的还是常用字，当遇到生僻字，拿不准
的时候，就要寻求词典和百度的帮助。因此，即
便像我们这样天天和汉字打交道的专业编辑，很
多知识性的记忆其实也是间接性的。在拥有一
定的知识储备以后，我们更需要的是运用工具查
阅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

余秋雨曾说：“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
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
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
加。”他更进一步指出：“我至今说不明白为什么
技术性的文化细节会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如此优
越的地位，并成为一个‘文化敏感带’。大概是历
代统治者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个文化人都
变成呆子和傻子吧，因为只有把大脑消耗在疯狂
的记忆过程和重复的匠艺操作中，才会从根本上
消除思考功能和创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统治
者们实施这一阴谋的可靠证据。”就我个人而言，
很早就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中学的时候经常发
表文章，长期被作为特长生培养，后来在大学读
中文系，又成为学校文学社社长。然后又是 3 年
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和 4 年多的文学编辑生

涯。如今年届 30，也算是读了些书的人。在我的
认识里，文学的鉴赏能力、创作能力，艺术的审美
能力、判断能力，学术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肯
定牢牢地占据着我文化生命结构的核心位置。而
对于汉字的书写能力、普通话的标准固然必不可
少，但它仅仅居于辅助、工具的地位，不能本末倒
置。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清醒。须知，即便是钱锺
书，在今天也并不是人文学者的普遍榜样，钱锺书
的部分学术成果，在今天是能被电脑代替的。专业
人士尚且如此，更何况从事其他工作的人。

网上对于汉字听写大会追捧的理由无外乎
认为它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必要手段，在计算机时
代拯救汉字的书写，并认为基础知识要从娃娃抓
起……其实，目前中国的初等、中等教育对于汉
语言文字的要求标准，我认为至少是不低的。假
如你不信，可以去查阅历年高考和中考的语文试
卷，看能做对几道题。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汉字
听写大会，你们照样不是中学生的对手，如何？
因此这又是一个“成年人”不如“中学生”的逻辑
悖论，好像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就交给孩子们，
成人以后就不必承担这个责任了。对于中华文
化的传承，汉字当然是必要的基础，但也应有个
度。近 100 年前，鲁迅先生塑造出了一个孔乙
己，却让他断足、残废、死亡！鲁迅的宣判是：一

个将传统文化的琐细残渣奉为至宝的中国文人，
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孔乙己被打断了腿，其实
他更致命的是“精神残疾”，被所谓的传统文化摧
残，他并不了解中华文化真正的精髓。

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会看不到，汉字听
写大会的火爆，其实无法拯救中国教育的危机，
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教育结构的失衡、
教育体制的混乱，还会戕害青春的生命。我倒想
劝慰一下头脑发热的粉丝们，不要捧杀那些所谓
的中学生“大师”们。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浮躁，也更容易放大人的知名度，很
多时候，热闹过后什么都没留下。比如现在很火
的刘浥尘，他将来想报考中文系，想从事语言文
字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没问题。但对他来说，人
生的路还很长，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未来
还面临诸多的选择，还有很多为人的基本方面比
他掌握汉字更重要，也更具有根本性价值。

不过，我个人倒是要感谢这个节目，因为它
和我的业务相关，能给我带来帮助。这几十天的
认真听写，确实让我们这些长期用电脑输入的人
得到了某方面的校正。诚然，谁也不能抹杀汉字
书写的重要性。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一般的常用
字还是要掌握的，动不动就提笔忘字不是好事，
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要求自然就更
高一些。其实，作为一档电视节目，汉字听写本
身并没问题，关键是宣传的方向不对，不该定位
于中学生。假如，参赛队员是全国各大高校的中
文系、历史系学生，或是汉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生，或是全国出版社、期刊社、报社的编辑人员，
或是中学语文、历史教师，那不是更好些吗？

汉字听写大会的冷思考
□刘鲁嘉

本报讯 （记者 余义林） 近
日，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的

“华人传记与当代传记潮流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60多位中
外专家学者与会。中国传记文学
学会名誉会长龚心瀚、乔宗淮，会
长万伯翱，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马德秀等参加会议。

与会者就华人传记创作以及
当 代 传 记 文 学 的 现 状 进 行 了 研
讨。大家认为：目前的华人传记文
学创作，在当代传记写作的国际格
局中影响日益扩大。如美国华裔
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就
曾连续3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
书排行榜。

会议还就国际传记文学创作
的大趋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
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40 余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利德

惠博士，对加拿大华裔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介
绍。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正润阐释了“比较传
记”的理论等。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的刘佳
林教授，介绍了正在建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数
据库”。

上海交通大学中心主办的刊物《现代传记
研究》集刊还在会上举行了首发式。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2013年度诗
探索奖颁奖仪式暨草根性诗学研讨会在海南省
澄迈县举行。

诗探索奖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
心组织评选，奖掖那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诗人、诗
歌评论家和诗歌翻译家。在本年度的评选中，杨
键获得杰出成就奖。评委会认为，杨键的写作坚
持了一个传统文明守护者的立场，基于诗性正
义而表现出独特的哀歌式的批判眼光和反思现
代性的诉求。其长诗 《哭庙》 将无可遏制的内
心悲苦发展成感人至深的“哭书”艺术。此
外，殷龙龙、舒丹丹、张德明分别获得年度诗
人奖、翻译奖和评论奖，刘棉朵、白玛、叶蔚然

分享青年诗人奖。
颁奖仪式后还举行了草根性诗学研讨会，就

“草根性”这一诗学概念进行研讨。与会者谈到，
用“草根性”这一概念来描述新世纪以来诗歌发
展的蓬勃态势，很形象生动。但是提出者对概念
进行具体阐述的时候，出现了“将概念泛化”的问
题。比如，将“草根性”定义为“一种基于本土传
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很多
优秀的诗作都符合这个定义，但却不能因此就说
这些诗作具有“草根性”。因此，作为一个富有阐
释空间的概念，“草根性”所言说的对象是什么、
它的边界何在等问题，需要诗歌批评家们进一步
进行厘清。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 2013年 11月 1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文
艺研究所名誉所长安柯钦夫同志，因病于
2013年10月27日在京逝世，享年84岁。

安柯钦夫，笔名漠南。蒙古族。1953年
开始发表作品。195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短篇小说集《草原之夜》《黄金季
节》《北国新姿》（蒙文版）、《安柯钦夫小说
散文选》等，译著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
演义》（合作），主编学术论著《中国少数民
族三大史诗论稿》。出版有《安柯钦夫文
集》（6卷）。《英雄格斯尔可汗传》获内蒙古
文学翻译一等奖，短篇小说《新生活的光
辉》获内蒙古文学创作奖、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优秀奖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自1979年
开始发表诗歌起，诗人王自亮已推出
了多部诗集、随笔集和评论集等。今
年，他的最新诗集《将骰子掷向大海》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
和好评。10月26日，王自亮诗歌作品研
讨会在京举行。任洪渊、唐晓渡、商震、
西川、臧棣、张清华、宋琳、陈超、树才、
王光明、余刚、韦锦、伤水等诗人和诗
歌评论家与会研讨。

王自亮曾经历过多次人生转折，
从事过多种职业。他见证了中国沿海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文坛与学
界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热衷行走
的他常外出旅行，感受世界的广袤和
土地的深厚。旅途中那些旷阔或精微
的事物，也得以转化为诗歌图景和内

心镜像。与会者认为，作者的人生经历为其
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个人经验、社会
阅历和内心检视，同时也促使他对现实和历
史、当下与未来进行一系列探寻，用多重视角
观察生活。他的诗歌创作视野开阔，以大海
为出发点却不局限于大海。就当下而言，他
更注重接受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将个
体经验和社会变迁、人类处境并置处理，使存
在与虚无、现象与本质得以重新建构。他的
诗歌的节奏感很强，善于运用大量名词营造
色彩斑斓的意象，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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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柯钦夫同志逝世

本报讯 近日，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安徽
分院在合肥新博物馆举行揭牌仪式。中央文史
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邵
国荷共同为分院揭牌，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院
长马振声等出席仪式。此次活动恰逢安徽省文
史研究馆成立 60周年，馆庆 60周年作品展亦于
同期举行。

揭牌仪式后，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还举办
了“传承与发展——20 世纪中国画主要流派研

究”学术研讨会，书画院特邀理论家与安徽分院
的理论家、画家40余人进行了交流研讨。会上，
李福顺、丁羲元、马鸿增、刘曦林等从宏观角度概
括和介绍了20世纪中国艺术和中国画的整体风
貌，从整体着眼探究艺术发展的规律。王佛生、
王镛、朱万章、何延喆、袁宝林、王宁宇等则对具
体的画派或画家进行了个案分析，由此探讨中国
画的传承变革。

（王 觅）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安徽分院揭牌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