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72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56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14年5月23日 星期五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新书贴 《延安延安》
《延安延安》摄制组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延安延安》是央视同名大型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图书扩容版。
纪录片由中共陕西省委、中央电
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
制，以口述历史的形式，真实反
映了1935年至1948年，从中央红
军进入陕北到中央机关离开延
安的13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与当
地群众紧密联系、水乳交融的历
史。作为纪录片的延伸和拓展，
本书收录并整理了大量由于时
间限制而未能收入片子中的珍
贵史料，对“为人民服务”理念作
了朴实而生动的解读。

谁来破解城市文学之困
□本报记者 李晓晨

这几天，亚信峰会正在中国举行，上海向世界展
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随意行走，人们已经
很难区分这里与纽约、伦敦的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都市里成长的一代
人对这种变化更有切肤之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进
步，也必须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
们写下的关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诱惑与抗拒并存
的态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
创作从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产生焦虑和困惑，其经验
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上，有许多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
与会，如周嘉宁、小白、路内、蔡骏、甫跃辉、黄昱宁……
他们不只属于“文学圈”，在图书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尤
其受青年读者的青睐。这大概因为他们的写作视野广
阔，笔下的都市经验更能引起共鸣。记得当时有人开玩
笑说，“以后中国写城市就看你们的了”，这话当然有戏
谑，想想也不无道理。破解城市文学之困，真的要看这
一代作家的表现了。

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

查阅这些青年作家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的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一边写小说，一边翻译别
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变成了译者。出版短篇
小说集《迷走·神经》的BTR，同时翻译了保罗·奥斯特
的小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周嘉宁除了写小说，还翻
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写在身体上》和米兰达·裘
丽的小说《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胡桑除创作诗集

《赋形者》等，还翻译了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
活》等。写《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时也出版了《穷途，墨
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译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
懂几种外语，他在发言中从“小说”在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中的词根讲起，谈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小说传统。

这么多的作家，既能写小说，又能翻译小说，他们
可以站在“世界”上写作，这的确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现
象。所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是一个有世
界眼光的写作群体”，并相信“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
现提供很多创新因素”。李敬泽说，上海一直以来都是
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城市，它以宽广
的胸怀接纳来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对城市、国
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
语、视野开阔、感觉敏锐，这是在上海写作的独特优势。

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达寻求新的可能，能为中国文
学带来创新元素。

既是作家又是译者，翻译别人的作品同时会影响
自己的创作。BTR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翻译对创作的
影响。他认为，翻译是很好的语言练习，译者要费心思
找到恰当的对应的词语和句子，还得细读原著，掌握它
的语言风格。原著的风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创
作，比如节奏的掌握、语感的契合。但在翻译和写作史
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作家莉迪娅·戴维斯翻
译普鲁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写小说时就不会写普鲁
斯特式的长句子，而更偏爱短句子。

黄昱宁更多时候是在做翻译，也写随笔，目前她已
经翻译了近10部作品。她说，“将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
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
我的表达欲，这两种互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
还是势均力敌，这常常构成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好的文
本接触太多以后，我会觉得写下什么都是错”。脱离开
自己的写作，她认为翻译文学应该比原创文学“快半
拍”，要能刺激原创文学的发展。

作为译者，他们把世界文学带给读者；身为作者，
他们融化这些资源，写下自己的作品。评论家木叶说，
创作本身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所喜欢的大师和经典文
本都无法替代你的哀愁、疯狂与痛苦。写作本身就是一
种翻译。“一个优秀的作家，最好能够把自己的时代翻
译出来，把内心那些幽微的声音翻译出来，再简单一点
就是把自己的高尚与龌龊、勇敢与懦弱都翻译出来。”

变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谁

一说写城市，就难免要拿乡村作参照，一比就显
出了城市文学的弱势。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在很长时
间里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
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们类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
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写都市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
的麻烦。几乎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迅速到让人无
从把握。面对高大的要失去界线的城市，看不见自
己，找不到故乡。

生在上海也去过其他城市的周嘉宁，把空间分为
“城市”和“非城市”，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几乎是
一样的，它们拆了又建，越来越相似。城市建立起完整
的体系和规范的标准，这让她陷入写作的焦虑：一切都
太符合规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太相似了。这
让写作丧失了生命力，写作本身也变得规矩起来，这时

候她反而羡慕那些在乡镇生活的人们，渴望那里惊心
动魄的故事。

“城市让我眼花缭乱，当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时候，
我觉得如同盲人摸象”。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
觉得，自己无法概括一座城市。变化太快，人们拥有太
多渠道了解超负荷的信息，最后每个人选择自己认可
的捷径，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鸣的话，更
多也是对孤独的共鸣。

这种感觉在作家甫跃辉的小说《巨象》里也有表
达，主人公李生一次次梦见巨象的身躯、脚掌、呼吸，越
来越频繁。评论家黄平用这个意像来解读作家与城市
的关系。他认为，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郭敬明们用消费
主义的逻辑消解了与城市的紧张感，而甫跃辉们则选
择以这种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学书写需要的是社
会史的写法，年轻的写作者应该思考，能不能写出更大
的意义。

评论家金理谈到，现在青年人的写作需要爆发一
种精神力量。这就像评论家吴亮说的，“现在的文学批
评需要荷尔蒙”，其实，文学创作同样如此。金理说，上
世纪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变城市的意愿，而现在这种
力量似乎弱化了，变得暮气沉沉。或许，只有在青年人
可以正视他的自由、欲求、情绪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时
候，才会诞生真正的青春文学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学。

在作家王若虚的眼里，城市写作的重点应该是城
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异，个人、阶层、群体的差
异。他想写一部小说来表现这种差异，他曾发现在一所
初中里，本地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被区分对待，
老师甚至不允许他们在一起玩儿。这就是城市内部巨
大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常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产生微
妙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存在着城市的生活价值与生
活意义。

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一道容易
解答的题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数目众多的中
国人进入城市并开始在城市里生活，这种新的生活经
验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学的记录和表达，尤其“城中
人”的状态更需要关注和书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来看，上海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
因此，探讨上海城市文学的书写经验，会为更大范围
内的城市文学创作带来启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
们在书写城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优势，有自己的城市
坐标，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们能把这种优势同对

“吾土吾民”的认知和情感融为一体，相信城市文学
的突破，必将有赖于这一代人的创造。

新华社西安 5月 20 日电（记者
隋笑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陕西调研时强
调，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文化
建设的新要求，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和
价值观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更好地凝聚团结奋进的
精神力量。

刘云山在指导陕西礼泉县委常委

班子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后，
于 5 月 19 日到宝鸡、西安深入企业、农
村和文化单位进行调研。刘云山对陕西
文化建设成绩给予肯定，希望陕西在文
化改革发展、建设文化强省上不断取得
新的成效。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西安易俗
社，文物工作者介绍了文物保护情况，
艺术家介绍了秦腔艺术和易俗剧社发
展情况。刘云山说，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了民族精神、民族之魂，无论社会怎
么变化，都不能割断血脉、丢掉根
基。要自信自豪地对待传统文化，把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结合
起来，重视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结合
时代特点推动创新发展，不断增强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在陕西日报传媒集团，刘云山在详
细询问新闻报道和新媒体发展情况后
指出，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
影响力，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始终贴
近群众需求，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
合发展，充分发挥党报在舆论引导中的
旗舰作用。

19日晚，刘云山主持召开文化建设
座谈会，陕西宣传文化部门、文化企业、
基层文化单位和作家艺术家代表踊跃
发言，提出意见建议。刘云山在听取

发言后指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
观建设，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都需要大力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文化单
位要自觉肩负起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责任，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礼赞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激发崇德
向善的正能量。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功夫，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日
常生活、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引导人
们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要坚持
质量第一的要求，加强对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的引导，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着力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
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
品。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注重系
统推进、精准推进、重点推进，释放文
化改革发展活力，更好地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

调研期间，刘云山还到宝鸡机床
集团有限公司、石鼓镇石咀头村调研，
在了解基层党建和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后指出，抓活动改作风，目的是加强党
的建设、推动改革发展、改善人民生
活，要落实从严要求、贴近基层实际，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联系
和服务群众上见实效，让人们感受到
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刘云山在陕西调研时强调

切实增强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
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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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晚，国家大剧院版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在京首演。该剧由吕嘉执棒，乌戈·
德·安纳执导并领衔舞美设计，卢恰诺·冈奇、和慧等歌唱家加盟。恢弘瑰丽的舞台视效、波
澜壮阔的音乐旋律、艺术家们充满激情的表演，给观众带来震撼心灵的艺术享受。

王觅/文 王小京/摄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
究会主办的“E时代的戏剧批评”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戏剧批评的传统与现状、网络时代
戏剧批评的新特点、戏剧批评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戏剧批评的理论创
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随着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学习、沟通方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网络时代多渠道、多媒体以及“人人都
有话语权”的特点，使中国戏剧批评在观念上更加开放，形式上更加
多样。比如，“微博”戏剧批评的崛起、戏剧批评的正能量及其理论创
新等问题受到了戏剧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会者认为，今天的戏剧
批评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思想碰撞，又受到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社会
传播方式，乃至空前活跃的思维能力释放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戏剧
批评的生命力仍应以思想为前提和基础。戏剧批评无论用何种方式
表达都应该始终走在戏剧艺术发展的前列，去引导艺术创作和欣赏，
都应该展示思想的高度，展示高尚价值观念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
说，“E时代”也是戏剧批评更加接地气、更加大众化、更加丰富多彩
的时代。

“E时代的戏剧批评”

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5 月 21
日，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到访中国
现代文学馆，为王蒙颁发老作家“敬慰
奖”。王蒙从基金会副董事长陈若丽手
中接过纪念牌。授奖词中写道：“王蒙
是当今世上最重要的汉语作家之一，在
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创作和相关研究方
面，充满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现代的精神
内涵，成就卓越。因此，基金会特制赠
纪念奖牌，以表崇高敬意。”

王蒙向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
表示感谢。他说，10 多年前自己曾访
问菲律宾等国，对东南亚华语文学创作
有所了解，海外华语作家因为对文学和
汉语的热爱，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创作，
很不容易。他表示愿在有生之年多写
一些作品，与文学同道进行更多交流。

据了解，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
会自 1992 年至 2011 年，曾向 26 位老
作家授奖致敬。接受致敬者包括巴金、
冰心、苏雪林、施蛰存、柯灵、艾青、曹
禺、萧乾、卞之琳、林海音、季羡林、余光
中等。此举旨在向文学界的前辈作家
表示敬意，向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表
示尊敬。

授奖仪式结束后，亚洲华文作家
文艺基金会一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
馆，并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书。之
后，他们与大陆作家、学者举行了交
流座谈会。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主任
刘宪平主持座谈会并介绍相关情况。
与会者就文学创作、海外华语文学研
究、文献资料收集、文学人才培养等
话题展开探讨。

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

为王蒙颁发“敬慰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 月 18 日，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军事
文学委员会、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中南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刘克中长篇
小说《英雄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宣部文艺局副局
长孟祥林、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
局长彭建渝、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理
论研究室主任包振惠、中南传媒集团副
总经理刘清华及近 30 位作家、评论家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
究部主任梁鸿鹰主持。

湖南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英雄
地》是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作家刘克
中的一部长篇新作，讲述了5名退伍军
人积极践行对已牺牲战友的生死承诺、
不离不弃照顾烈士亲属和伤残军人的
感人故事。作品通过刚劲、明快的写作
笔调和类型化的故事元素，颠覆了人们
印象中脸谱式的英雄人物形象，表现了
几代人的价值冲突与融合。

与会者认为，《英雄地》以其独特的

可读性和浓郁的传奇色彩，在英雄主义
与时代的结合中独辟蹊径，引发了关于
战争、英雄、坚守与背叛的人性救赎和
情义拷问，是一部传递正能量的撼人心
魄之作。作者有着极具感染力的叙事
能力，既能大气磅礴地呈现人物曲折的
命运，又能细致入微地表达人物丰沛的
情感，“透彻隐忍而充满辛酸地剜中了
世人的情感软肋”。作品讴歌了中华民
族诚信为本的优良传统，对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对文学作
品如何表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和艺术启示。

刘克中表示，《英雄地》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写的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承诺，
这就在特定环境中赋予了承诺特殊的
意义，并将其和生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他看来，“英雄地”三个字的内涵，不在
于“英雄”，也不在于“地”，而在于其在这
片土地上播种繁衍诚信的力量。对于
我们民族来说，正需要这样的力量。

长篇小说《英雄地》

讲述践行生死誓言的人性传奇

本报讯 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
电视台和黑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的“中国梦”
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动。
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副主席王立民、秘
书长李滨庆，黑龙江省电视台副总编辑杨河
山出席。共有10位作家艺术家参与此次采风
活动。

黑龙江省作协十分重视开展多种形式的
文学活动，每年都在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等方面
大力投入，并与省内其他兄弟单位共同举办
过多次大型采风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迟
子建表示，这次“中国梦”主题文学创作采
风活动旨在引导和组织在创作上取得优秀成
绩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

线和城乡群众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鲜活素
材，创作推出更多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优秀文
学作品，推动“中国梦”入脑、入心。采风活动
为期一周，作家们将赴黑河、孙吴、逊克、北
安，参观民族工业遗址振边酒厂、新兴鄂伦春
少数民族乡、小丁子俄罗斯民族村等。她希
望作家、艺术家能够通过采风获得更多的创
作灵感。

哈尔滨作协副主席唐飙代表采风团作家
发言。迟子建和杨河山为采风团授旗。采风
团团长王立民表示，一定会用心感受边疆地
区近年来巨大变化，创作以“中国梦”为主
题的优秀作品。

（姜炳浩）

黑龙江举办“中国梦”

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动

本报讯 5月20日，鲁迅文学院第十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
班在成都开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
吕汝伦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参加开班仪式的还有四川省作协副
主席梁平、秘书长赵智。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
樾主持。

白庚胜在致辞中表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中华文化深厚内
涵、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期培训班是中国作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少数民
族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任
务的重要举措。培训班旨在为少数民族文学人才成长创造更好的条
件，催生更多的精品佳作问世，以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达，承载少数
民族作家的家国情怀和文学理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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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梦”的实现谱写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
篇章。

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17个民族的
52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学习。

（卢 汶）

鲁迅文学院举办第十期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