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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百 件 藏 品
在小说中一一登
场，向读者讲述收
藏者们的“原罪”，
直击人性深处的
那些秘密：欺骗、
凶 杀 、遗 嘱 、离
婚……人，究竟应
该 怎 样 生 活 ？或
许，还是应该化茧
为蝶，在平凡中坚
守自己的精神追
求。作者郑效农擅
写京味儿小说，并
在话剧、影视等领
域颇有成就。

铁凝与泰国公主诗琳通会谈交流

第四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
展演5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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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泰国公主诗琳通4月11日下午
到访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与诗
琳通亲切会谈，双方就增进两国文学交流、密切作家联系、加
强翻译出版合作、促进两国文化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向诗琳通一行表示欢迎。她向远道
而来的泰国客人简要介绍了中国作协的历史、职能、会员构
成等情况，赞赏诗琳通为增进中泰两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不
平凡的贡献。

铁凝表示，诗琳通公主过去曾多次访问中国，在文学、书
法、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公主热爱中国的历史
文化。她曾创作出版10部中国游记，用淳朴、美妙的语言向
泰国读者介绍中国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给读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诗琳通公主还是一位著名翻译家，曾经
将百余首唐诗宋词翻译成泰文。近年来，她又翻译了王蒙、

王安忆、方方、池莉，以及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作
品，这体现了诗琳通公主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喜爱。

铁凝谈到，她赞同诗琳通所提出的“通过文学作品来了
解一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要胜过仅仅阅读历史书
籍”，她期待，今后两国能在文学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增进作
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之间的交流互访，促进两国文学文化的
发展繁荣。

诗琳通表示，她十分热爱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中国
古典诗词和当代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不一样的魅力。泰国文
学近年来发展迅速，比如，网络文学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
身创作与阅读，这与中国的情况是相似的。她希望，两国作
家能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让读者有机会阅读到更多彼此
优秀的文学作品。

2013 年，诗琳通开始翻译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
远》，这次她特意带来这本书的泰文版送给铁凝，并就翻译中
产生的疑惑与铁凝交流。她说，因为喜欢这部作品，自己在
泰国也建起了类似北京胡同的景观，她还打算让泰国人也有
机会在那里品尝到正宗的北京小吃。“文学的影响就是这么
微妙和奇特”，铁凝说，“我也很高兴能当面向译者解释我的
作品，每当说起我们共同关注、热爱的文学话题，总是觉得时
间不够用，似乎刚一开始就要结束了。”

会谈结束后，铁凝陪同诗琳通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鲁迅文学院。诗琳通与鲁院师生进行了交流，并为中国现代
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题词。

中国作协副主席钱小芊、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参
加会谈。泰国驻华大使伟文·丘氏君、诗琳通公主的随行人
员以及中国作协有关人员参加了上述活动。

图为铁凝与诗琳通公主合影。两人手中的书为诗琳通翻译的铁凝作品《永远有多远》 诗琳通为鲁迅文学院题词。右一为钱小芊

据新华社电 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
局共同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片）优秀剧目展演”于4
月11日在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悉，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北片）优秀剧目展演将于5月5
日至 6月 18日在北京举行。文化部以 39家全国地方戏创作
演出重点院团为主体，并择优选取了北京、江苏承办方申报的
优秀地方戏剧目共50台，分别在北京和江苏举办第四届全国
地方戏（南北片）优秀剧目展演，这些剧目的演出对于促进地
方戏曲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这次展演的参演剧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浓郁的地方
特色。参加展演的有37个地方戏曲剧种，其中有在全国广泛
传布，拥有众多观众的豫剧、秦腔、粤剧、评剧、越剧、黄梅戏
等；也有久经传唱的川剧、晋剧、河北梆子等；既有吉剧、陇剧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新兴剧种；也有梨园戏这类历史悠
久的古老艺术。这些流布在全国不同地区，影响深远剧种的
集中演出，是历史提供给地方戏曲艺术极好的展示机会。

参加此次展演的50台剧目当中，既有脍炙人口的经典传
统保留剧目，如汉剧《宇宙锋》、粤剧《伦文叙传奇》、彩调《刘三
姐》、锡剧《珍珠塔》、淮剧《祥林嫂》等，也有近年来新创作或整
理改编，具有很高的艺术质量和鲜明的剧种特色，在全国产生
较大影响的精品剧目，如评剧《赵锦棠》、秦腔《西京故事》、《花
儿声声》、沪剧《雷雨》、楚剧《大别山人》、川剧《易胆大》、湘剧

《谭嗣同》等。这些剧目的主要演员都是具有精湛艺术造诣的
著名艺术家，如沈铁梅、茅善玉、顾芗、李东桥、柳萍、曾昭娟、
王红丽等等。他们是本剧种表演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为剧种
的发展和剧目的积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8 年前，美国少年桑顿因为参加网球比赛而来到中国，
那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网球运动员。回到美国后，桑顿
发现，向朋友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困难——美国人很
难抽象地理解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家和她的文化。这段经历
让他萌生出当作家的想法。8 年后，桑顿写出了一本书

《美丽的国家》，他发现，通过故事和人物，讲述中国变得
不那么困难，美国读者甚至会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并对
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这让桑顿认识到文学的力量所
在——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想法，文
学承载着一国的文化精神，是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有利媒
介。于是，桑顿再次来到中国，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的驻校作家。

在 10日举行的入校仪式上，中国作家莫言为桑顿颁发
了聘书，他对桑顿入校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在驻校期间，写
出更多视角独特的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莫言表示，随着国
际作家之间交往的加深，外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会
更加深入。

讲述中国要直面其复杂性
“如何认识和讲述中国”，不仅是美国作家桑顿面临的问

题，亦是中国作家要思考的命题。在随后举行的中美青年作
家对谈会上，两国的青年作家就此展开讨论。

作家们直面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中国的复杂性。作家邱
华栋列举了近年来美国作家何伟的几部描写中国的作品《寻
路中国》《江城》等，但指出这些都是非虚构作品，他更关注的
是当代美国作家如何通过虚构文学来讲述当下纷繁变化的
中国。桑顿回应说，中国大而复杂，讲述中国对他来说是一
个太大的话题，但或许有不同角度和方式，创作的核心是如
何写出故事和人物的灵魂。

对于作家徐则臣来说，“如何认识和讲述中国”犹如当头
棒喝，令他意识到自己经常沉溺于日常处境，忘记跳脱出来
观察，乃至“当局者迷”。“我们的作家可能更多关注了现实的
传奇性，而忽略了其中的复杂性。”徐则臣讲述了自己在美国
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做驻校作家的经历，特别强调了“他者”
的视角对于确立主体自我的重要性。“第一次去美国，我详细
地观察并记录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时觉得毫无头绪，而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不仅更好地理解了美国，同时也
更好地理解了中国。”

讲述中国要直面自己
相较于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评论家张柠更关注中国人

如何看待自己。他认为，作品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未

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以来都在
学习西方的叙事甚至感受和观察的角度，是时候考虑反观自
身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瓶颈正在于如何看待自己的文
化根基。”张柠说，如同西方文艺复兴挖掘出古希腊的城邦政
治和个人精神这两个文化根基，中国也应从传统文化中找到
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全球化普适价值的文化根基，这需要文化
学者和作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反复强调作家要表现现实，但
如果失去中国文化根基的魂，简单的表现现实就是抄袭现
实，这是没有意义的。”

多年以前，作家蒋一谈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坚定的“现
代主义者”，看重欧美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而近年来，他发
现了自己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缺失，这可能会
导致写作道路不会走得很远，于是他重新捡拾起中国古典哲
学。比如蒋一谈从《周易》中看到，人都生活在飘忽不定的时
空，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由此他想到，时间的变化决定了
每个人的不同，也决定了会有误读，而误读正是人类文化的
精华之所在，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开了另一个视角。诗人吕
约也强调，无论是小说家叙述故事还是诗人创造词语，都要
忠于自己的个性，摆脱成见，敢于说出别人没有表达过的，这
就是文学精神之所在。

讲述中国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
在很多人看来，当代中国青年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谓不迅

速全面，他们能第一时间从网络获得全球资讯，从日常生活
到语言文化都更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但在“80后”作家
霍艳看来，这种接轨只是表面的，内里实际呈现出整体性断
裂。“我们故事里的中国背景在褪去，所写的作品大量重复自
己，很难看清背景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情绪饱满，底色却
一片模糊，让我们无法捕捉到它和当下中国的紧密关系。”霍
艳在思考，自己这一代青年作家是否能够真正呈现中国的全
貌。中国当下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已经无法用一个词语
来概括，随着创作的积累，霍艳认为自己这一代小说家应该
诚实地表达，诚实地面对那些不可表达之物，面对无法表达
的困难，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坚
定，那么，也许会从中呈现出一个同样诚实和坚定的中国。”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可能更适合从整体上把握
和呈现当代中国的复杂性，但也很难做到全面。作家刘汀
认为讲述中国更像是一个拼图行为，是需要几代作家不断
努力的渐进过程，每个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一点点拼凑出

“大象”的更多面貌。“通过审视从莫言一代直到‘80 后’
作家近年来的写作状态，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就处在被认
识和讲述的过程中。”

当代作家如何讲述中国
——美国作家桑顿成为北师大首位外籍驻校作家 □本报记者 王 杨

本报讯 4月9日，《民族文学》少数民族
文字版翻译工作交流会在京举行。国家民委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党委书记兰智奇、局长
阿里木·沙比提，《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等出
席会议。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协
助杂志社系统承担了《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
字版的翻译审读工作。兰智奇表示，《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在国内外都有重
要意义，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创举。翻译局已
将《民族文学》译审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常规工
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创造条件为《民族文学》
翻译审读工作提供保障，共同培养一支稳定
的文学翻译队伍，进一步办好刊物。阿里木·
沙比提说，一直以来，翻译局高度重视《民族
文学》译审工作，高效完成了国家民委和中国
作协布置的这项重要任务。翻译局和《民族
文学》时常地就翻译工作进行交流，形成了很
好的合作机制。今后双方还将继续加强沟
通，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认真扎实做好

《民族文学》译审工作。
石一宁感谢国家民委和翻译局领导、专

家对《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工作的鼎力
支持和帮助。他说，翻译局和《民族文学》两
家单位紧密团结，真诚合作，确保了《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安全、优质和按时出版。
与会专家和编辑还就如何提高翻译质量、扩
大翻译家队伍、提升审读水平等问题进行了
坦诚的交流和探讨。 （民 文）

本报讯 张培忠纪实文学作品《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
功海商集团纪事》一书日前由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该书
站在海权战略的宏观角度，以海商经济为拓展主轴，再现了明末
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缔造的海商集团的兴衰成败。

4月12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广东省作协共同主办、
花城出版社协办的张培忠纪实文学《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
功海商集团纪事》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李
敬泽，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白轶民，广东省作协党组副
书记孙丽生等出席研讨会。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议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廖琪共
同主持。

何建明将中国的海权问题放在整个世界领域中加以考虑，
他认为，作为一个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中国的海权意识起
源比较晚，关于海权问题的认识也是在这几年才慢慢被熟悉起
来的。这本书的题材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在文学表达方面，他还谈到，这本书学术性、文学性兼
具，整部书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支撑，在叙述方式上又加入
了纪实文学的写法，学术的归纳总结比较严谨，是一部较为独
特的作品。

李敬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本书的写作意义，他认
为，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在重写中人们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张培忠的《海权战略》给人们留下了历史的深刻印象。此外，他
还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现实意义，他说，海权战略问题是当今重要
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因
为人们需要从历史中不断地汲取力量。与会专家还谈到，张培
忠的《海权战略》不仅有丰富详实的历史史料，还有作者自己的
理性分析，兼具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水准和
对现实的担当。 （行 超）

纪实文学《海权战略》

唤醒海权保护意识

本报讯 4月9日，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
研部、云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光明日报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
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4）》《中国文化产业供需
协调增长测评报告（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蓝皮书
指出，全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
大体滞后于城乡一般民生增进，。

蓝皮书提出，“民生指标”应在其中起到不容置
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发展也应当落实在自
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上。数据表明，1991 年至
2012年，全国人均产值年均增长 15.41%，城乡居民人
均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4.69% ，人 均 总 消 费 年 均 增 长
13.25%，人均积蓄年均增长 21.20%，人均文化消费年
均增长 13.60%。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幅度明显低
于同期人均产值年均增幅1.81个百分点，低于人均收
入年均增幅1.09个百分点，略微高于人均总消费年均
增幅0.35个百分点。 （黎 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 8日晚，北京工业大学
礼堂内座无虚席、掌声阵阵，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在这
里为同学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他不仅介绍
了歌剧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梳理了中外著名歌剧艺
术家及其作品，还与北工大合唱团的同学们合作演唱
了《图兰朵》中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并对大家
进行了现场指导。这也标志着“歌剧来到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出剧院百场歌剧普及活动
正式启动。

据介绍，“经典艺术讲堂”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
教育贯穿全年的公益性系列品牌项目之一，广邀国内
外各艺术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全年提供 300
场以上的艺术讲座和艺术体验活动，内容涉及音乐、舞
蹈、戏剧、戏曲等艺术门类。为使更多百姓亲近艺术，
2014年“经典艺术讲堂”除剧院内的常规活动外，还专
门推出了走出剧院的“百场歌剧普及活动”，将歌剧艺
术带到北京市各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带到
广大市民身边。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王大
羽表示，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进一步普及歌剧艺术知
识、传播高雅艺术，为提升大众艺术素养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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