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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8 月，卢
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
《伤痕》而一举成名，
掀起了“伤痕文学”的
思潮。35 年后，卢新
华携新作《伤魂》归
来。小说讲述了“我”
的一位战友龚合国转
业后从政，利用一套

“频道”理论经营人际
关系的故事。卢新华
坦言，“《伤魂》和《伤
痕》确实有着一脉相
承的内在精神联系。
从‘伤痕’到‘伤魂’是
一段民族心灵的发展
历程。‘伤痕’是那个
特殊年代由上而下普遍激发起的仇恨火种，给人们的身
体和心灵灼下创伤；‘伤魂’则是‘伤痕’在新时代的变种，
是在物质和利益的诱惑下，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迷失。”
对于“新伤痕”的疗法，卢新华建议放下“仇恨”和“贪欲”
这两把屠刀。

《伤 魂》
卢新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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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彩意象——张桐
胜摄影作品展”8月 13日
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
开幕。军旅摄影家张桐胜
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此次展出的 60 件
作品是他在2010年 13次
深入上海世博园，运用纪
实的手法，通过摄影角度
和技巧的变换，把各种元
素重新组合、截取而创作
的。这些摄影佳作展现了
作者的观察与思考，为观
众带来了东西方当代艺
术融和的视觉体验。展览
将持续至8月18日，免费
开放。 （艺 文）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61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90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132013年年88月月1414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诗歌界呼吁关注诗歌的社会性
□本报记者 黄尚恩

凡是一个立得起来的影视剧本，其“影子”总要折射出文
学的魅力，也可以理解为“剧作即文学”。因此在评价影视剧
本创作时，理应把尊重文学创作规律作为切入点，而文学写作
向来崇尚个体认识与判断，写作基本上是个“个性化”的活儿，
由此才可能写出剧中的“这一个”来。

当下，影响影视剧本创作质量有诸多原因，但是对剧本的
“群言”可能是较为重要的原因。近日，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委
员会召开的编剧论坛上，与会的编剧专门就电视剧本的写作
模式进行了探讨，会议认为当前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方式主要
有“自主创作”、“委托创作”和“联合创作”三种。有人直言，自
主创作的剧本将要经历导演、领衔主演、投资方、管理部门和
播出方的一系列“审判”，未知数大，风险亦太大，成功率很低；
委托创作无异于“命题作文”，必然会出现遵循商业操作的弊
端；较为安全保险的则是“联合创作”。

多人联合编一出若干集长剧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对剧本
的“群体发言”，编剧的群言现象看似重视剧本创作，但从剧本
的创作规律来看，这种创作模式实则为“一个孩子几个爹”，是
一种群思群言的拼装，害多利少。在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否
定群策群力的作用，但几个雕刻家去雕刻一个典型人物和故
事，“众志”却不一定“成城”，分工合作的创作往往对剧本的整
体性造成断裂。现在影视作品讲不好故事，剧情不流畅，还有
拼图化和小品化倾向，都与编剧的“群言”现象不无关系。我们
从大量的影视剧作品中不难看出，多数作品缺少对现实的深度
开掘与人生思考，对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的书写也日渐淡化、退
化。但令人忧虑的是，编剧的群言创作模式不仅现在比较普遍，
而且还被某些编剧家预言，是未来影视剧创作的大势所趋。

剧本创作不是工业复制品，乃是不同剧作者基于不同的家庭、社会、文化、
年龄、经历等背景，作为独特生命个体的感受与内心对照并最终孕育出的文
字，其本质是文学创作。“剧作就是文学”，《文艺报》曾就此作为专题进行了较
深入的讨论，得到许多剧作家的响应。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刻画、塑造
人物是其核心和灵魂，编剧的“群言”现象尤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剧
作家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中获得素材，从熟悉的生活素材中提炼
主题、刻画人物、选取细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出自己对人
生、对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心灵体验与思考，剧本的完成就像经过“十月怀
胎，一朝分娩”。无论你为何人，此刻再关心着急也只能尽照顾之责而无法
替代。剧本创作一旦落在笔尖，便是其孩子，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
相同的，诞生的人物一定是不可雷同的“这一个”，这恰恰是文学、剧作的
魅力之所在。

剧本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个体化的劳动，试想几个人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
一起侃剧本，动笔后再你一段我一段地凑剧情，再加上写作之前、之中、之后，
免不了出品方要加这个情节，导演要加那个人物，制片人要加某段恋情，播出
方要加……这不像是写作，倒像盖房子、装修房子的建筑工程，这样出来的本
子，肯定会破坏故事的思想性，更难保证其整体性。如此诞生的人物还会有连
贯的血脉吗？剧中人物也难以形成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其情感和生命轨迹的
展现很难做到一以贯之。

由于剧本“群言”使剧作家的个性展示被淹没在工程化的“建筑”中
了，所以现在的影视剧作品风格都差不多，已走进了模式化的怪圈。看看成
功的电视剧便知，广受好评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的编剧是由朱利安·费
罗斯一个人担当的；一些经典韩剧，其剧本创作也是单枪匹马；当年的《大
明王朝1566》，如果是一群作者笔下的剧本，还会是剧作家独到思考的那段历
史吗？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直接影响他的创作，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与对生命的体
验、生活的感悟应该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艺术家的想象力及虚构能力也千差
万别，个体对生命对社会对时代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和顿悟，有着独特的
审美体验和创作视角，只有丰富多彩的不
同人生汇合起来的文学人物，才会呈现出
文学艺术创作的蔚为壮观。

因此我以为，剧本的“群言”现象很值
得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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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圆满完成各项活动之后，于
8月11日在西宁市落下帷幕。在诗歌节期间，来自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诗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并围
绕“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
探讨。大家谈到，诗人在坚守写作的独特性和艺术性的同时，
要注意唤醒诗歌的社会性，以重新建立诗歌的公共空间。

大众不再热衷于读诗，原因有很多。加拿大诗人石峻山
说，现在的人们工作忙碌，还得找时间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看
报上网，根本没有时间读诗。即使想读，看完古代那些诗人的
诗词，还要看外国翻译过来的诗作，剩余给当代诗人诗作的时
间就几乎没有了。而更多诗人则从诗歌写作内部来寻找原
因，他们认为，一些诗人在写作中过多局限于个人的体验，割
断了诗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有些诗人甚至把写作看
做是一种词语的游戏，写出来的诗句很华丽，但却没有什么实
在的意义，从而让读者失去了阅读兴趣。

在社会环境与阅读氛围无法更改的情况下，诗人只能通
过调整自己的写作倾向来改变这种现状。韩国诗人高银表
示，诗歌的叙述者抒发的首先是诗人独有的情怀。然而很多
时候，诗也会跨越诗人自身的樊篱走向心灵之外，彰显其普世
价值。因此，我们应注意诗歌社会化的意义。印度诗人阿西
斯·桑亚尔认为，诗人不应该脱离生活和现实，他必须走进自
然、融入社会，并和人群、社团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必须对
人类的生存与自由予以关注，并且积极地通过诗歌语言将他
们的现状和期待真实地抒写出来。在诗人晓雪看来，诗人应
当是社会的良知，应当有一颗对故乡土地、祖国人民、宇宙人
生的炽热的爱心，永远保持着对时代生活、对社会发展、对人
类命运的深情关注，勇于探索和创新，才能不断写出给人以思
想启迪、精神鼓舞、美感享受，能提高人的境界、净化人的灵魂
的优秀诗篇。

虽然我们呼吁诗人去关注诗歌的社会性，但是这种呼吁

不应该成为一种外在的干预与指责。诗人李南认为，一定要
诗人自己认识到，唤醒诗歌与生俱来的社会性，不仅仅是来自
外界的呼声，更是来自诗歌文本自身的诉求，使诗人对诗歌社
会性的唤醒成为自觉。也只有这样，诗人才能够写出有血有
肉的、体现心灵自由的诗作。那些来自外部的指手画脚，总不
免显得牵强、粗暴，最终会伤害诗歌本身。另外，诗人写作倾
向的转变往往和其自身经历的变化有关。以阿赫玛托娃为
例，她早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私密情感的抒发，写少
女思春、恋爱与失恋、痛苦与幸福等。随着战争爆发，她的个
人命运随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她也开始用诗歌真实地记录
了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生活。

多位诗人谈到，在提及诗歌的社会性时，一定要警惕有人
借此而把诗歌书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
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评论家霍俊明谈到，新世纪
以来的诗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民生、底层和社会问题
的作品。但是，一些看似和我们的时代、现实密切相关的诗
歌，抒发的只是生活的表象，而且往往具有道德化的倾向。因
此，当生活如此“高调”地进入到诗歌之中，诗人应该思考：在
用文字和修辞抒写时该对这些素材进行怎样的转换。诗人张
映姝认为，如今，涉及现实生活各类时事的诗不是太少了，而
是太多了。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
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
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对于如何唤醒诗歌的社会性，多位诗人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秘鲁诗人德尼塞·维加·法尔凡谈到，倘若诗人懂得把锚
抛在人的心坎上，便永远不会与人性脱离。这样，诗歌就能像
迅捷的向导一样，毫不费力地穿越人类所有的边界。诗歌具
有奇异的力量，能使我们的无意识的坚硬的薄片具有韧性，能
使我们应对周围任何恐怖或神奇的现实。捷克诗人马莱克·
辛德尔卡认为，诗歌尝试一窥世界的本质、其原初的完整性，

哪怕只有一刹；诗歌尝试于最平凡不过的事物身上重新寻觅
惊奇感。这就需要诗人在创作中警惕“激情”的作用。写作中
的“激情”有时候会让诗人从偏狭的视角对生活和现实进行过
于美化或过于丑化的理解，对世界形成一种简单、粗暴的看
法，从而失去对真实情况的把握。而真正的诗歌则试图觉察
生活的多层意蕴，呈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就需要诗人从不
同的角度观照现实，并能够用适宜的词语将之精到地表现出
来。

“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诗人们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并非是出于对

“诗人的个体写作”的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
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社会性方面还需要加
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
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诗人高兴曾经翻译过很多罗马尼亚
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在专制政权下生活，在夹缝中求
生存，可依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诗歌创作。高兴认为，通过
诗歌探索和实验，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对自由的向往、对教
条和空洞的反叛，是这些诗人创作的重要动力。尽管诗歌抱
负相似，但他们各自的写作又呈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在
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听出了各种语调，感到了各种气息，看
到了各种风格。

对于如何平衡好诗歌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的问题，诗歌评
论家何言宏提出了“辩证的个体语言”的概念。他说，“辩
证的个体语言”并不否定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相反，它以
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作为必要的实践基础，亦重视个体语言
对于个体经验的深刻表达以及它的“对抗性”、“创造性”、

“差异性”的基本特性。但是在此前提下，它还强调语言的
社会本质，认识到个体语言实践不仅与其接受者之间，而且
与历史、现实之中的其他语言创造个体之间，均存在着相当
复杂的“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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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1日，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培训班（2013·宁夏）在银川开班。中国作协副主席、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培训领导小组组长张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杜秀岚，宁夏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郑歌平，
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哈若蕙，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协
主席石舒清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成曾樾主持。

张健在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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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疆班之后鲁迅
文学院举办的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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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会议确定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任务的重要举

措。他回顾了宁夏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的文学成就，认为
宁夏目前已经建设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作家队伍，形成了
文学创作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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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秀的作品为宁夏文学事业的枝繁叶茂贡献力量。

杜秀岚、郑歌平、哈若蕙分别代表宁夏党委宣传部和宁夏
文联、宁夏作协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在宁夏举办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培训班表示感谢，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长期以来
为繁荣发展宁夏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
崇高的敬意，并对培训班的学员提出要求并寄予厚望。

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来自宁夏全区40名少数民
族作者参加学习。

（赵兴红）

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培训班在银川开班

王安忆获法国文化艺术

功劳勋章骑士奖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作家协会8月12日公布消息称，中

国作家王安忆获得法国文化部今年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功
劳勋章骑士奖”。

据悉，“法国文化艺术功劳勋章骑士奖”简称“骑士奖”，是
法国文化部为了表彰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而
在 1957年设立的奖项。此前，中国作家巴金曾获得“法国荣
誉军团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
誉骑士团勋章。

出生于 1954 年的王安忆是中国当代重要女作家。她踏
入文坛30余年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能量，早年即以

《小鲍庄》《启蒙时代》等作品蜚声文坛，2000年以一部书写上
海城市传奇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又以
小说《天香》获得华语世界文学大奖“红楼梦文学奖”，其文学
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孙丽萍）

本报讯 8月8日，中国作家书画院成立一周年笔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廖奔、高洪波出席笔会并致辞，对中国
作家书画院成立以来的诸多活动予以肯定。中国作家书画院
常务副院长白描回顾了中国作家书画院一年间所走过的路
程。戴清民、柳萌、周明、杨匡满、宗鄂、石祥、峭岩、余魁军、周
云芳、李新、刘家科、郑美秋、严学章、那耘等人以灵动的笔墨、
精妙的构思，创作了数十幅精彩的书画作品。 （张瑞田）

中国作家书画院

举办成立一周年笔会

本报讯 8月 9日，作家孙方友追思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来自河南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孙方友生前的好友、同事，以
及从各地赶来的喜爱孙方友小说的读者共 60人与会。大家
追忆与孙方友交往的点点滴滴，谈论其作品的独特思想艺术
价值。

作家李佩甫说，孙方友是一个勤劳的劳动者，他的一生
笔耕不辍，因而能写出《陈州笔记》《小镇人物》这样成体系的
作品。作家南丁认为，孙方友在心里认可小小说这种文体，所
以能够执著于小小说的创作。河南文艺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
孙方友的 19部图书，该出版社总编辑陈杰认为，孙方友把民
间传说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他的“新笔记体小说”中，写出了民
间社会的千姿百态，写出了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百花园》总
编辑杨晓敏表示，孙方友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作品的数量和
质量都很可观，他用他的作品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评论家
王洪应认为，孙方友的作品是独特的，他一直写陈州，写世俗
里的俗人，他没有摆着架子，所以老百姓喜欢看。评论家李铁
城认为，孙方友的作品既有娱乐性，同时又有教育意义。他的
语言即有深厚的韵味，又风趣幽默。作家邵丽说，无论是生活
还是创作，孙方友都是满怀热情。他的作品在向传统文化回
归时，始终有审慎、现代和世界性的批判精神。

在追思会上，还举行了孙方友生前的最后一部图书《俗世
达人》的首发式。 （奚同发）

河南文学界追思孙方友

《穿越烽火线》打造荧幕版“美丽人生”
由中央电视台、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山

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齐鲁电子音像出
版社联合出品，林黎胜任剧本策划，吴楠、
卞智弘编剧，钱晓鸿执导，沈傲君、丁海峰、
倪虹洁、范志博等联袂出演的 38 集电视剧

《穿越烽火线》已于 8 月 6 日登陆央视一套
上午档，并将于 8 月 17 日起在央视八套黄
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
的山东根据地为背景，以保育院女兵与八
路军战士带领保育院孩子们进行转移为切
入点，通过大人们为使孩子心灵免遭侵蚀
编织的一个个美丽谎言，表达了“绝不允许
孩子拿起武器”的理念，在弘扬人性光辉的
同时，体现了反对战争，祈盼和平的主旨，
堪称荧幕版“美丽人生”。

该剧剧情曲折紧凑，涵盖战争戏、传奇
戏、谍战戏的内容板块。同时，又将匪战、
武打、智斗、喜剧等诸多类型片元素有机融合于
各个板块中，使得矛盾冲突激烈，悬念迭出。而
在爱情、亲情以及友情的展现上，该剧质朴动
人，通过大人与孩子、孩子之间或战士之间、军
队与群众甚至与敌对力量之间的戏剧冲突激发

情感碰撞，做到以情动人。钱晓鸿表示：“我们
关心的是当时环境下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
他们的美好生活如何被打碎，又坚持了什么样
的底线，哪些美德依然散发芳香，哪些追求今天
看来仍如此亲近动人。” （徐 健）

本报讯（记者 颜慧） 为庆祝书法家李国
栋从事书法创作 65 周年而举办的“李国栋国
际书法巡回展”北京站展览，8月10日在北京
恭王府开幕。该展共展出李国栋的书法作品
50 幅及他与西方画家联合创作的书画作品十
余幅。

在开幕式上，北京各界书法专家代表盛赞
李国栋的书法大气磅礴、遒劲雄浑、自成一体，
为中国当代书法的一座高峰。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特地为此次在联合国开启的李国栋书法生
涯65周年国际巡回展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信
中表示“李国栋教授国际巡回展，无论从加深人

们对中国文化的赏析而言，还是就促进世界各
国人民的友谊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李国栋生于中国云南大理，6岁起潜心练
习书法，现为泰国国际书画院院长、中国世界
名人协会泰国分会主席、美国全球艺术家联盟
名誉主席及泰国分会主席、美国美中泰国际文
化发展中心艺术总顾问、中国民族画院特约顾
问。李国栋的书法作品拥有鲜明的“李氏风
格”，一些批评家甚至称之为“李氏书体”。近年
来，李国栋把目标扩大到促进世界多文化、多艺
术的交流与合作上，锐意开拓艺术新领域，得到
中外艺术界人士的肯定。

李国栋书法展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