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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在研讨会上，经常是
一群诗歌批评家围绕一个或几个诗人的作品进行
评论，分析其诗作的得失并纷纷提出改进意见。5
月31日至6月3日，在福建漳浦县天读民居书院举
行的第四届漳浦诗人节暨后壁山诗会上，这种局势
却出现了“反转”：与会者大多是诗人，他们围绕诗
歌批评家陈仲义的学术新作《新诗审美接受研究》
进行讨论，提出了一些相当尖锐的意见。

陈仲义的《新诗审美接受研究》以读者阅读作
品之后获得的感受为着力点，分析诗歌接受过程中
的各种心理机制以及影响诗歌接受的多种因素。
他在书中提出了诗歌接受的“四动”模式：一首好的
诗歌，读者去阅读时，会引起情感情绪层面的“感
动”、精神思想层面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的“挑
动”和语言层面的“惊动”。这“四动”是“读者心动”
在不同层面的体现，而这种“心动”往往是以作品的
独创性为基础的。由此，陈仲义试图根据“心动”程
度来对作品进行“定品”，即一首诗引起读者“心动”
的程度越大，说明这首诗的“品级”越高。

道辉、夏敏、赵卫峰等诗人、评论家认为，传统
的诗歌批评、诗歌研究大多是“以文本为中心”，而

《新诗审美接受研究》将研究视点转变为“以读者为
中心”，并试图建构诗歌接受的“四动”模式，体现出
一定的创新性。但“心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心理
感受，我们很难去描述、把握、量化。因此，这项研
究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心动”为何只有这

“四动”；每个读者的“心动”触发点大多不一样，以
谁的“心动”为准；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期阅读一
首诗，“心动”的程度可能不一样，以什么时候的“心
动”为准。于是，与会者提出，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
定品级的依据和标准，而要回到作品上来，因为与
读者的阅读感受相比，文本自身具有相对的客观
性。

要定品级，就需要有一定的标准。诗歌有没有
统一的评价标准呢？叶延滨谈到，古代诗歌在很长

时期都是“大一统”的诗歌，我们相对比较容易就找
到一个标准来对它进行评价。现在的新诗自由而
多样，每个人的趣味完全不一样，想找到一个统一
的评价标准不大可能。世宾认为，统一的标准不存
在，但我们可以从某一特定角度对诗歌进行定品。
比如，我喜欢有张力的诗歌，那就以是否有张力为
依据对诗歌定品；你喜欢雄浑的诗歌，那就以是否
雄浑来判断诗作的高下。这样，我们可以从多个侧
面找到那些优秀的诗歌。

研讨会上，与会者还探讨了诗人与诗歌批评家
之关系的问题。梁晓明谈到，诗歌批评家总是关注
标准、归类，而诗人在创作中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个
人的口味，诗人与诗歌评论家的分歧由此产生。实
际上，诗人更希望出现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看到
诗人身上的潜质，将之激发出来，让诗人发现自己
都没有发现的才能。叶延滨谈到，诗人创作是“母
鸡下蛋”，评论家是对这个蛋进行科学分析，看里面
有什么样的营养。两类人的工作不一样，需要互相
尊重。伊甸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有指导诗人进行创
作的“野心”，并且确实有高人一等的见识，这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批
评家没有这样的能力。

在诗人节期间，还举行了阳子和林忠成作品
研讨会。与会者认为，阳子和林忠成这些年默默
耕耘，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阳子的诗执著于
对死亡的书写，用一种富于流动性的语言撬开了
死亡之门，在黑暗中展现了生命的活力。但是，
她的诗应该稍微再回到现实一些，把现实世界和
死亡世界联系起来，建构一种有张力的诗歌世
界。林忠成的诗植根于现实，但又跳出那个情境
来进行书写，写出了非常奇妙的诗意。但是，他
的诗可以再大气、复杂一些，在对现实的细腻描
写中加入更加辩证的东西。

舒婷、冯秋子、邱华栋、大解、欧阳昱、毛秀璞等
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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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昭和十八年》
全勇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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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全勇先的中
短篇小说集，包括《昭和
十八年》《恨事》《妹妹》
《怪人怪命》《行刑者的
冬天》等作品。作者以
坦然的写作姿态和从容
不迫的叙述，给人以不
忍释卷的阅读快意。作
品中有很多东北的方言
俚语，但读起来颇为妥
帖，丝毫没有刻意追求
文化印记和独特风味的
夸张。

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如何表达现实，批评家如何让
自己的批评及物、接地气，地域书写如何在地方性写作
中完成整体性的表达等问题成为各种文学会议讨论的
热门话题。诚实面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秉持“初
心”、突破文学与批评的代际阻隔等问题，也成为近期
在青海西宁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
会讨论的热点，代际与现实成为讨论的关键词。在

“中国梦与文学高地”的主题下，与会作家和批评家们大
胆把脉当下文学创作，锐意探究和展望中国当代文学的
传承与未来。

重要的是洞察力而不是代际划分

从宏大挥洒的长河写作、家族叙事到小叙事，对应
着的是文学批评中以代际来划分并标示一代代作家的
创作，这样的划分究竟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带来了
什么样的影响？被代际的作家如何才能突破自己的代
际局限？

孟繁华认为，对任何一个时代而言，青年的锐
气、发现能力和创造能力都是其中重要的文学收获。
当代文学习惯以代际来划分作家群，但代际并不能成
为作家创造力、作家的深度与广度的划分标准。是否
能立足于所处的时代洞透现实、洞穿人性并给予艺
术审美的表达，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
准之一。

突破代际标签、以自身的独特性通向文学的高
地，成为了众多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心声。正如青年
作家张定浩所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希望一直记得自己
写作的初心，并能够时常回到那里，像一个初学者那
样，满怀忐忑，诚实地感受那种表达的艰难与创造的喜
悦。他期待自己的创作是某种经验与天真的结合，而这

里的天真，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是“一个人奋力拼
争得来的单纯，而非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

置身当下多元多变的文化语境中，想要准确把握
时代和社会变得日益艰难，渐趋碎片化的生活导致认
知、思想与审美支离破碎。傅逸尘认为，被商业社会和
世俗生活的洪流所裹挟的作家们，被区隔在了一座座
由题材风格、创作模式甚至是受众期待所圈限的“孤
岛”之上。当作家们自觉走出“囚禁肉身”的孤岛，闯入

“砥砺灵魂”的荒原，试图重新认识和发现大陆的时候，
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地才会真正隆起。

直面个体经验的差异，抛开代际的遮蔽，回到文学
的本源和创作的初心，使自身具有超拔现实的力量，成
为了青年作家批评家们切近的文学梦。

突破狭小自我 关注人类共同处境

生活现实如何转变成文学的现实？通向文学高地
的道路上，个人书写如何才能获得本质性的意义？与会
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认为，当下文学视野和审美取向面
临退化和僵化，欠缺一种具备统摄和整合力量的精神
资源，呼唤可以站在高处俯视众生的理想视角，应该是
中国梦就文学而言的一种意义。

金理的发言从自己对青海文学记忆的反思开始。
他认为，在中国梦的叙述中，如何安放地域性创作所提
供的意义，首先应该辩证理解地域性与共同体、特殊与
普遍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环境的殊异是构成精神文
化差别的巨大外力，但文学艺术终究表现的是人类的
心灵与情感，它毕竟不像动植物那样，“生于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为气候、土壤就彼此隔阂。文
学本就具备一种突破狭小“自我”的超越能力、飞翔能
力，它应该拥抱恢弘的人类精神文化，与人类共同的生

存处境作流转不已的对话、沟通。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同一个梦”，对于每一个个

体来说也是“我的梦”，是多层次、多维度、多色彩的斑
斓的梦，因为中国的地域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族群多
样性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我”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单向
度的“我”，而是多元共生、生生不息、流变不止的多重
维度的主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的文本构
成了一个个“这样的”文学，如同地理意义上的高原，以
其各自的独特性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文学
如何表述这样的体系性存在的“中国”，讲述它的历史、
现实、梦想与希望？刘大先以掘藏作比。他认为，文学的
掘藏，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向外部社会、向中国的复
杂现实开掘，同时也是向自己的内在心灵掘进，创造出
一个新的世界。

日常生活的缺失、套路化和对现实问题相对过快
的处理是陈思对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梳理。他认为，文
学史不应该是一部技术史、出版史或政治史，更应该是
一部精神史。而精神史必须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
之上，不能放逐所有细节。人的精神要通过描绘人的生
活来写。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史”，只能算是“概念
史”。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要沉潜下去，以发现的眼睛
透过现象触摸社会现实的本质，抓住时代脉动，表达时
代精神。在一个意绪纷乱的文学场域里，更应该秉持初
心，坚守文学的正道。这是参加本次峰会的青年作家和
批评家们的共识，也是他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会议期间，与会作家、批评家还通过现场投票评选
出2013年度青年作家和年度青年批评家。李凤群、格日
勒其木格·黑鹤当选为年度青年作家，刘大先当选为年
度青年批评家；茱萸获得2013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张
定浩获得2013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

突破代际阻碍 书写现实本质
□本报记者 刘 颋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周玮） 记者从国家艺术
基金管理中心获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已开始，
基金面向全社会，国有、民营、机构和个人均可申报。

根据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的规定
要求，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申报主体为设立三年以上的各种所
有制机构或单位；小型舞台剧（节）目和作品除受理设立三年
以上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申报外，同时接受个人申报。
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申报主体为45岁以下
优秀艺术人才。传播交流推广和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受理设

立三年以上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申报。
申报期间，各申报主体可登录国家艺术基金官网（www.

cnaf.cn）进行用户注册并在网上直接填写《资助项目申报
表》。据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通过搭建信息
化工作平台，一方面能够确保项目申报的时效性、准确性，减
少中间环节，节省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申报程序的
公平、公正，减少不必要的关卡与干扰。国家艺术基金的项
目申报将于 2014年 8月 1日截止。申报项目经初评、复评、
审定之后将公示公告。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3日，“筑中国梦·抒襄阳情”主题文学活动在京启
动。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湖
北省作协、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襄阳市作协承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生出席新闻发布会并讲话。

湖北襄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往今来名人辈出。发布会上，叶梅、陈怀国
等 10 位作家与湖北襄阳市签订了定点创作签约仪式，启动了作家深入襄阳生
活、开展专题创作的序幕。据介绍，这是中国作协首次与地方“联姻”，开创了作
家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专题创作的先河。首批作家将在襄阳生
活、采风、创作半年时间，围绕襄阳市打造汉水流域中心城市和“一城两文化”（襄
阳古城、汉水文化和三国文化）的主题创作一批中长篇小说，展现襄阳深厚的历
史底蕴、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抒写襄阳人的中国梦。中国
作协今后将把襄阳作为定点采风创作基地，组织作家深入襄阳生活采风，以创作
更多接地气的优秀文学作品，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作家出版社还与襄阳市签署了战
略合作意向书，并为“作家出版社襄阳工作站”授牌，为站长曾海水颁发了聘书。
据悉，这是作家出版社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地方工作站，今后每年将开展系列文
化活动。

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孙德全，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
部长郭忠，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梁必文，襄阳市副市长丁亚琳，作家出版社社长葛
笑政、总编辑张陵等。

“筑中国梦·抒襄阳情”

主题文学活动启动

本报讯 6月3日至4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和甘肃酒泉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
举办了“中国多民族作家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风活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党委副书记艾克拜尔·米吉提，《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中共酒泉市委常委、副市
长吴基伟和赵玫、冯艺、布仁巴雅尔、冯秋子、温亚军、陶纯、赵剑平、赵晏彪、陈
冲、杨玉梅、徐艺嘉、杨芯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最早建成的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
中心。此次采风是发射中心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作家组团参观访问，受到了总装
备部的热情欢迎与高度重视。发射中心政委王兆宇在会见采风团时说，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自创建以来，一代代航天人扎根戈壁沙漠、顽强拼搏，创造了我国航
天事业的一个个辉煌业绩，见证了我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
史进程。这是展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窗口，
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期待各民族作家多到发射中心采访，用自己的笔为我国
航天事业的伟大进程留下历史的真实记录。

采风团参观了卫星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测试中心、场史展览馆、革命烈士
陵园等，观看了中心发展纪录片，聆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了解到中心
创建和科研攻关的艰难历程。作家们为一代代航天人刻苦钻研、开拓创新、无私
奉献、报效祖国的崇高精神而感动，为祖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而自豪，为航天
城的优美生态环境与勃勃生机而欣慰，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
了书写中国梦的创作豪情。活动期间，采风团向发射中心赠送了今年已出版的

《民族文学》杂志和“《民族文学》30周年精品选”丛书，并参加了酒泉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飞天逐梦醉酒泉”诗歌朗诵会。活动结束后，《民族文学》将编辑刊发采
风作品专辑，向新中国成立65周年献礼。 （民 文）

中国多民族作家

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本报讯 6月1日，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主办、富阳市人民政府协办
的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举行审读委会议，投票确定了第三届郁达夫小说
奖终评备选篇目。其中，实力作家仍然稳健坐镇，“70 后”、“80 后”作家颇具亮
点，海外及少数民族作家亦有重要作家作品跻身其中。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1月启动作品征集活动。评奖办公室从众多参评
作品中遴选出了29篇中篇小说和32篇短篇小说提交审读委成员阅读。经过投
票，最终产生中篇小说终评备选篇目14篇，短篇小说终评备选篇目13篇。其中，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迟子建的《晚安玫瑰》、格非的《隐身衣》等入围中篇
小说终评备选篇目，毕飞宇的《大雨如注》、蒋一谈的《透明》、金仁顺的《喷泉》等
入围短篇小说终评备选篇目。据悉，本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篇目将在今年
第4期《江南》杂志上公布。 （欣 闻）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

终评备选篇目评出第四届漳浦诗人节探讨——

对新诗进行定品是否可行

本报讯 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主办的纪念欧阳
山尊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此次
纪念活动包括纪念欧阳山尊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纪念演出、欧阳山尊学术讨论会、专题片播放、出
版《杂草集》（欧阳山尊著）以及编纂纪念文集等多项
内容。

在纪念欧阳山尊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文化
部副部长董伟说，我们今天缅怀欧阳山尊长期以来
对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追忆他波澜壮
阔的革命生涯，根本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研讨和总结
以欧阳山尊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在中国话剧史上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研讨和总结欧阳山尊在现代中
国话剧民族化探索创新过程中所创造的经验和成
果，及其对当代话剧艺术发展所形成的引领作用和
影响力；研讨和总结欧阳山尊对当代中国话剧如何
创作精品、出人出戏、传承发展、与时俱进所给予的
启迪和实践意义；进而激励更多的优秀艺术工作者，
继承老一辈艺术家为推动民族文艺事业执著奋斗、
珍爱艺术事业、潜心话剧艺术的敬业精神，善于继承
学习、勇于开拓创新、敢于超越前人的艺术追求，一
丝不苟、潜心钻研、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和立身先于
立言、人品艺品统一、追求德艺双馨的崇高风范。与
会者还总结了欧阳山尊在导演艺术和戏剧教育方面
的成就和贡献，回顾了他筹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
演《日出》《带枪的人》的经历等。

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任鸣执导的
《油漆未干》日前再次登陆首都剧场。该剧是法国作
家勒内·福舒瓦所著的著名喜剧，因其严格遵守“三
一律”的戏剧原则，被话剧观众称为“看话剧的必修
课”。上世纪 30 年代，欧阳予倩自英文版转译了该
剧，并将其搬上中国舞台。2004 年，北京人艺首次
上演该剧，欧阳予倩之子、原人艺副总导演、年逾九
旬的欧阳山尊担任该剧的艺术顾问，并对剧本进行
了重新校订。 （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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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匠 心 造
境——王肇民绘画艺
术展”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开幕。这是当代
中国水彩画大师王肇
民继1993年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个展后，再
次与首都观众进行艺
术交流。此次展览汇
集了王肇民 20 世纪
30年代的早期油画作
品，以及70至90年代
成 熟 期 的 水 彩 画 精
品，以一种凝练与精
妙的气息，诠释了他
对“形”的把握和对气
度的坚守。

据新华社电 为期 5 天的首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6 月 2
日下午在温哥华国际电影中心拉开帷幕，开幕式上放映了中
国导演霍建起执导的影片《萧红》。

据电影节组委会介绍，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在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政府正式注册，是继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澳大
利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之后的第三个国际性华语电影
节，也希望成为加拿大主流的电影节之一。首届温哥华华语
电影节同时也是第二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加拿大的
分会场，内容包括“红枫叶”奖华语影片评选、优秀华语影片
展、短片竞赛、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加拿大分会场研讨会以及
开幕式和闭幕颁奖晚会等。参加本届华语电影节展映的影
片有《萧红》《无人区》《我的影子在奔跑》等共11部作品。

特地前来出席电影节的霍建起在发言中介绍了《萧红》
这部电影。他说，萧红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作
家，电影想表现作家写作上的成绩，她的坎坷人生经历和对
女性解放的追求。

加拿大总理哈珀为这次华语电影节发来贺信，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省长简蕙芝和温哥华市市长罗品信均派代表在电
影开幕式上致辞，对这次电影节表示大力支持和美好祝愿。

（江亚平）

首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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