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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的诗
文作品选集，收录其
散文和随笔等各类文
章 41 篇、诗歌 50 首，
其中不少系首发。作
者的文章来自对生活
的观察，有感而发，文
字真挚朴实，能够以
小见大，注重言外之
意，意味无穷。他的诗
歌趣味纯正，感情深
挚，注重内在的旋律
感，保持着诗歌本质
的特质。

“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吴义勤

现在媒体上流行一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冷嘲
热讽的稀奇古怪的言论，其核心一是否定中国当代文学
有经典、有大师，二是否定批评界、学术界有关“经典化”
的主张，认为在一个无经典的时代，“经典”是怎么“化”也

“化”不出来的，“经典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命题”。其
实，对于文学，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理解，这很正
常，每一种观点也都值得尊重。但是，在经典和经典化这
个问题上，我却不能不说，上述观点存在对“经典”和“经典
化”的双重误解，因而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和危害性。

就“经典”而言，否定中国当代文学早就不是什么新
鲜事，对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态度在很多人那里早已根
深蒂固。我不想争论这背后的是与非，也不想分析这种
观点背后的社会基础与人性基础。这种观点单从学理层
面上看就已陷入了三个巨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误区。
很多人把经典想象为一个绝对的、神圣的、遥远的文学存
在，觉得文学经典就是一个绝对的、乌托邦化的、十全十
美的、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阻隔当代文
学和“经典”这个词发生关系。经典既然是绝对的、神圣
的、乌托邦的、十全十美的，那我们今天哪一部作品会有
这样的特性呢？然而如果回顾一下文学史，有这样特性
的作品好像也没有。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十全十
美，也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所有人喜欢。因此，把“经典”这
个概念无限地放大，无限地夸张化、绝对化、神秘化、神圣
化、乌托邦化，其实是我们故意制造的一个拒绝当代文学
的借口。

第二个误区，是经典会自动呈现的误区。很多人会
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对文学来说，文学经典最大的特
殊性，就是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够实现价值，没有被
阅读的作品、没有被发现的作品就没有价值，就不会发
光。而且经典的价值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部
作品的价值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那这部作品的价值
就一定是有限的。经典一定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
读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所谓文学永恒性的
来源。也就是说，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它的某一个意义、
某一个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
性，它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可以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
被发现，这才是经典价值的根本。所以说，经典不但不会
自动呈现，而且一定要在读者的阅读或者阐释、评价中才
会呈现其价值。

第三个误区，是经典命名权的误区。很多人把经典
的命名视为一种特殊权利。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
现代人还是后代人具有命名权；二是权威还是普通人具
有命名权。说一个时代的作品是经典，是当代人说了算
还是后代人说了算？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后代人说了
算，我们宁愿把一切交给时间。但是，时间本身是不可信
的，它不是客观的，是意识形态化的。某种意义上，时间
确会消除文学的很多污染包括意识形态的污染，但是时
间也会增加很多污染。此外，如果把一切交给时间，还有
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后代的读者要有足够的信任，要相信
他们能够完成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使命。但我
们对后代的读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我们今天已经陷入
了严重的阅读危机，我们怎么能寄希望后代人有更大的

阅读热情呢？幻想后代的人用考古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学进行经典命名，这现实吗？

此外，在经典命名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当代
作家究竟为谁写作的问题。当代作家是为同代人写作还
是为后代人写作？幻想同代人不阅读、不接受的作品后
代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更何况，当代作
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
还是后代人更能理解？当然是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
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因此，从这个角
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代人更
重要。第二个层面，就是普通人、普通读者和权威的关
系。理论上，我们都相信文学权威对一个时代文学经典
命名的重要性，但我们又不能够迷信文学权威。如果把
一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命名权仅仅交给几位权威，那也是
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几个人
的错误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错误，几个人的偏见会放大
为整个时代的偏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文学史教训。

我们既要相信权威又不能迷信权威，我们要追求文
学经典评价的民主化、民主性。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判断
应该是全体阅读者共同参与的民主化的过程，各种文学
声音都应该能够有效地发出。这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最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互补性的阅读。为什么叫“互补
性的阅读”？因为一个批评家再敬业，再劳动模范，一个
人也读不过来所有的作品。举个例子：3000部长篇小说，
一个批评家如果很敬业，每天在家读 24 小时，他能读多
少部？一天读一部，一年也只能读 300 部。但他一个人
读不完，不等于我们整个时代的读者都读不完。这就需
要互补性阅读。所有的读者互补性地读完所有作品。在
所有作品都被阅读过的情况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发出来
的情况下，各种声音的碰撞、妥协、对话，就会形成对
这个时代文学比较客观、科学的判断。因此，在这个问
题上，普通人同样有着对经典进行命名的使命、责任和
权利。

就“经典化”而言，有些观点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学理
缺陷，体现了对“经典化”本身的无知与误解。“经典化”不
是要简单地呈现一种结果，不是要简单地对一个时代的
文学作品排座次，不是要武断地指出某部作品是“经典”、
某部作品不是“经典”，不是要颁发一个“谁是经典”的“荣
誉证书”，而是要进入一个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
呈现文学价值的过程。所谓“经典化”的“化”实际上就是
文学价值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哪怕你是一
个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者，你可以不承认当代文学有经
典，但只要你还承认有文学，你还需要和相信文学，还承
认当代文学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影响力，你就不应该否
定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性。没有这个“经典化”，当代
文学就不会进入和影响当代人的生活，就失去了存在的
意义。每一个人，哪怕你是权
威，你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剥
夺他人阅读文学和享受文学的
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
学的经典化当然是一个真命题
而不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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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有一个向全镇的中小学生和
农民免费开放的作家书屋。这家书屋拥有250平方米的藏
书馆和农民阅览室，馆内收藏了农业、教育、文学、历史等各
类图书4万多册，农业科技光盘200多张。安徽出版集团编
审金兴安创建的这家书屋，受到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学师生
的普遍欢迎。

蒋集镇作家书屋寄托着金兴安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感
激。金兴安在蒋集镇出生，成长在这片位于江淮分水岭的
贫瘠土地上。1960年，刚上小学二年级的金兴安突遭重大
人生变故，父母双双离世，他孤苦伶仃、衣食无着。在那个
特殊年代，乡亲们的生活也是举步维艰，但都齐心协力地关
心、爱护着这个孩子。靠着东家大婶送碗粥、西家大叔送碗
汤，金兴安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金兴安说：“我
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从那时起我就发誓，长
大后一定要报答乡亲们。”

这份感恩情怀激励着金兴安刻苦读书、努力工作，后来
他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获得了“全国职工自学成才者”的
荣誉称号。他还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写下了儿童文学集《校
园微型小说》、小说散文集《自鸣钟》《我曾飞过》、报告文学
集《安徽大采风》《火红的晚霞》《原上草》等18部著作，成为
了一名作家。虽然环境、地位变了，感恩的心却始终没有
变。2004 年，金兴安回了趟老家，看到家乡在文化生活上
的贫穷和落后，于是总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偶
然间的一封信激发了他的灵感。那是一封中国作协号召全
国作家为甘肃临潭县建立乡村作家书屋捐书的信。金兴安
感到，让乡亲们用科学知识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是自己最
好的报恩方式。于是，金兴安决定把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和
多年积攒的数万元稿费和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为乡亲们创
办一家书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积极帮助。

2005 年 10 月 28 日，是一个令金兴安终生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他创办的作家书屋建成并正式开馆，看着乡亲

们挤满了书屋，金兴安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但是通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金兴安发现，来借书的几乎都是学生和老师，
很少看到农民在书屋里。一问他才得知，农村的大部分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大都不识字。为解决这一
问题，金兴安决定再盖3间农民阅览室，让不识字的农民通
过看光盘、看电视学习农业知识。于是，他把家里为儿子准
备结婚用的2.3万元拿出来购买材料。当时正赶上合肥市
进行大拆违，金兴安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购得了砖瓦、木材等
旧建材，盖成了3间带走廊的农民阅览室。

书屋建起来了，但书籍太少了也是一个问题，金兴安便
积极地到处寻找书籍。现在书屋里的书籍，除了金兴安最
早捐赠的那批，还有社会各界的捐赠图书——安徽省老干
部、各地的作家、多家出版社都纷纷出力。金兴安说，中国
作协联系众多作家捐书，多位作协领导为书屋题字捐赠图
书，对作家书屋的发展帮助很大。特别是在 2006年，中国
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从北京将6000册图书送到书屋，并
将书屋纳入“育才图书室”工程。“创办这一家书屋，我个人
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是有了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无
私奉献，才有了书屋的今天。”

为了维护秩序，书屋现有两位义务图书管理员在管
理。其中，一位是在职教师，一位是退休的教师。在周一到
周五的课外活动时间，在职的那位老师就来到书屋，帮助学
生们借阅图书。每逢集日，附近的农民都会到镇里来，那位
退休的教师就得全天值班，为农民们看书、借书、观看光盘
提供帮助。金兴安说，图书管理员们大都是出于热心，他们
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作家书屋自创建以来，文化普及效果得以显现。据图
书管理员统计，蒋集镇作家书屋累计已有 11万人次借阅
过各类出版物。农民通过看农业、科技等书籍光盘，提高
了养殖业、种植业技术，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同
时，书屋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带动了当地乡风、民风的

改观。现在在村里，搞封建迷信的、参加赌博的、打架闹事
的人少了，而进书屋读书看报的、科学种养的、邻里互相帮
忙的人多了。

因为书屋就坐落在蒋集中学的校园里，学生们自然是
最大的受益者。蒋集中学近几年来不断攀升的重点高中升
学率就是最有力的证明：2005年考入示范高中的人数仅为
21人，到 2013年增长到 98人，是 8年前的 4.6倍。几年来，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多名考进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
批名校，在当地传为佳话。北京大学 2012 级本科生薛飞
说，书屋是他中学时代最爱去的地方。一下课，大家都会争
分夺秒地跑到书屋，生怕自己想看的书别被其他人借走
了。正是在那里，他爱上了阅读、爱上了知识，最终走进了
北大。清华大学研究生谢亚男说，邂逅美是一种幸运，为少
年创造邂逅美的机会是一种情怀。“若有天堂，必是图书馆
的模样。何其有幸，我曾在故乡漫山遍野的春天里触摸过
天堂。”

多年来，蒋集镇作家书屋已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并
成为安徽省的示范书屋。回想自己创办书屋的历程，金兴
安说，一个人做不了大事，可以做小事；做不了小事，可以出
几个好点子；出不了好点子，可以说几句话。他表示，将为
书屋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令人欣喜的是，在建设农家书屋的道路上，金兴安并不
是孤军奋战。农村地区的阅读问题一直得到有关部门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重视。2007年 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同中央
文明办、农业部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
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
工程，至今已在全国建成了数十万农家书屋。在星罗棋布
的农家书屋中，像蒋集镇作家书屋这样的个人自办书屋并
不在少数，比如宁夏的“田野书舍”、山西老农的“文化大
院”、湖北退休教师的“自办书屋”等。自办书屋红红火火的
兴起，正成为我国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作协
第三批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在济南
举行，10 名中青年作家正式签
约，自此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总
数达到 30 人。中共山东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出席签约
仪式并讲话。山东省作协主席
张炜代表省作协与 10 位签约作
家签订了协议书。签约仪式由山
东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主持。

此次与山东省作协签约的10
位作家是刘照如、闵凡利、凌可
新、寒烟（刘燕）、韩宗宝（韩增
宝）、孙方杰、简墨（陈剑霞）、耿
立、陈原、莫问天心。他们创作实
力深厚，创作潜力较大，多种体裁
并重，风格特色明显，是山东省中
青年作家的优秀代表。

孙守刚说，实施签约作家制
度，是培养优秀骨干作家、催生文
学精品、推动文学繁荣发展的有
效工作机制，应坚持下去，不断完
善，全力推进。他希望第三批签约
作家坚持正确导向、弘扬时代精

神，提升创作格局、树立高远目
标，深切关注现实、深入火热生活，
不断开拓创新、潜心创作精品。

杨学锋表示，签约作家要明
确定位、争当全国一流作家，明确
任务、潜心打造精品力作，注重学
习、努力提升创作品质，加强修养、
坚持德艺双馨，加强沟通、积极参
与作协活动。山东省作协要积极
创新和加强服务管理，进一步把
签约作家工作做好。

据介绍，签约作家制度实施
5年来，山东省作协在激发创作
活力、鼓励精品创作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5年来，第一、二批签
约作家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和其他
体裁文学作品75部，在国家级及
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1093 篇（部），284 篇（部）作品被
重要选刊转载或入选多种重要文
学年选、选本，在全国各类重要
文学评奖中获奖 23 次，进一步
提升了山东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
响力。 （鲁 文）

山东省作协推出

第三批签约作家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月21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人民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文联、
作协共同主办的内蒙古作家阿云嘎长篇小说 《满巴扎仓》
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少数民族作
家学会会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王金喜、主
席巴特尔，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官布扎布和2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
主持。

阿云嘎用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由翻译家
哈森译成汉语，并在2013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让
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深受鼓舞。小说围绕鄂尔多斯右翼
中旗王爷府的权力之争展开故事，讲述了满巴扎仓的医生喇
嘛们为了保护蒙古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元上都药典所
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一部蒙药秘典被清朝朝廷秘密追查，引
起了从皇室到草原上的王爷再到民间各路人马的猜测、贪念
和疯狂找寻，于是满巴扎仓寺院就成为一个深不可测的迷
局。作品在一种探秘解密的氛围中打开了故事的宝盒，意
境如高原般深远，叙事质地则似草海般温润。

与会者认为，《满巴扎仓》展现了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
上的社会生活图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小说塑造了一群为
保卫蒙古族文化遗产而舍生取义的医生喇嘛形象，人物众
多、性格鲜明，情节引人入胜，故事矛盾冲突尖锐。作品结
尾设计巧妙、浩然大气，将珍藏几代的蒙古族药典以手抄
经卷的方式广布天下、治病度人，展现了各民族的和平共
处、团结和谐和仁爱天下的情怀。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
作品所呈现的文化开放姿态，为挖掘、保护、利用民族文
化资源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与会者还对《满巴扎仓》精到流畅的译笔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作品对母语进行汉译而不失民族特色的风格样式，对少
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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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13年，我国著作权登记总量首次突
破百万件，全国作品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
权质权登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2013 年，我国包括作品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著作权质权登记在内的著作权登记总量达 1009657
件，其中，作品登记 845064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164349件，著作权质权登记244件，涉及主债务金额31亿
72万6千元。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表示，著作权登
记工作是版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著
作权人合法权益，保障版权交易安全，促进版权有效运
用，推动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促进版权产业发展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

我国著作权等级制度从 1995 年起施行。近年来，国

家版权局不断加强著作权登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了作品登记程序、作品登记证书格式内容，建立了全国作
品登记信息数据库。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登记
机构也将著作权登记工作作为本地区、本部门版权工作
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宣传、重点拓展、改善服
务、使登记数量不断攀升。

根据《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
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但是，由于著作权属于
无形产权，在实践中通常会出现权利状况难以判断、权利
状态不够清晰的问题，不利于权利人保护和行使权利。如
果没有一套与自动保护原则相匹配的登记制度，会增加
权利交易使用成本，也会使权利人在遇到纠纷时付出更
高的代价。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著作权登记制度。 （徐 硙）

感恩办书屋 知识惠乡邻
□本报记者 黄尚恩

2013年我国著作权登记量首破百万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近日，中国文学界第
一篇由作家本人配音朗诵的有声读物由多看阅读
网推出，这就是作家蒋一谈的短篇小说《透明》。
这篇由蒋一谈本人亲自朗读的有声读物，时长50
余分钟，单价2.99元，是蒋一谈为读者“私人订制”
的有声阅读作品，以供读者直接购买下载，体验用
耳朵进行“阅读”。在该网站的“小说”专区里，这
部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对于尝试推出作家亲自配音有声阅读作品的
现实意义，多看阅读网内容策划负责人表示，中国
至少有 1 亿人喜欢收听有声读物，这个数字比美
国多一倍。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耳朵听而不是
用眼睛阅读。有声阅读的兴起，特别是短篇小说
有声阅读的兴起，对阅读生态和阅读推广都将产
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借助智能手机的推广，移
动听书和有声阅读可以让人随时进入阅读的别样
世界。据统计，到 2015 年，移动阅读的活跃用户
预计可达6.5亿，这为文学走向大众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蒋一谈的《透明》非常细微地展示了城市中年
男人在生活、事业和情感上的复杂情愫。该作于
2013年第 4期《人民文学》发表后，入选中国小说
学会 2013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和 2013年度多种
短篇小说选本，得到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好评。蒋
一谈的朗读声情并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
与读者的沟通。据悉，他本人还将继续配音录制
之前创作的《鲁迅的胡子》《林荫大道》《公羊》《随
河漂流》《中国鲤》等短篇作品。

本报讯（记者 徐健） 记者日前从北京人艺
获悉，话剧《茶馆》将于2月底至3月中旬赴郑州、
青岛、天津三地演出。这是继去年《茶馆》开启巡
演序幕赴深圳、武汉、重庆演出后，再次赴外地演
出。北京人艺表示，除了每年在首都剧场的驻场
演出外，让这部久经舞台磨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
品不断走出去，已成为北京人艺艺术生产计划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 600 多场演出的《茶
馆》已经影响了几代观众。1980 年，北京人艺携

《茶馆》赴西欧演出，是北京人艺第一次将《茶馆》
和中国话剧的水平展示给世界，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此后，《茶馆》巡演的足迹遍布世界多个国
家和国内多地，成为目前为止北京人艺外出巡演
场次最多的剧目。

据介绍，此次《茶馆》的巡演延续了去年三地
巡演的方式，在国内最大的城市剧场中，集中选择
了河南艺术中心、青岛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等3所
北方城市的剧场。北京人艺在此次巡演前进行了
详细考察，以保证演出场所与剧目本身的适配程
度。未来几年，《茶馆》将陆续走遍全国，并计划沿
着上世纪80年代世界巡演的路线再次走出国门，
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用耳朵“阅读”小说

北京人艺《茶馆》

将赴三地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