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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梦焰》
苗长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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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焰》是一部
现实军事题材小说,
讲述了唐阚等一批
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
的军中将领和赵文
如月等“80 后”年轻
一代在军事对抗演
练、征兵、香港防务
交接、购买航母过程
中体现的爱国热忱
和强军梦，表现了当
代中国军人的情怀
和血性。

武侠叙事多变 侠义精神长留
□本报记者 黄尚恩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一部部武
侠小说伴随着影视剧的热播，曾带给我们丰富的江湖想象。
在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之后，不断有
新的作家参与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来，写出了不少优秀的
作品。近期，《人民文学》以较大篇幅推出了“武侠作品辑”，
发表了由韩瑜口述，徐皓峰、徐骏峰著的非虚构作品《武人
琴音》以及陈崇正的《玉蛇劫》、赵晨光的《沧浪水》两篇短篇
小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但愿我们这番谨慎的尝
试，能够稍稍呈现出时下武侠文学某种新的创作动向。”的
确，武侠文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除了按照传统的路子继
续发展，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值得我们仔细去描述、总
结。

以真实的武林代替浪漫化的想象
在《武人琴音》中，作者用“非虚构”的笔法写武侠，这的

确体现了一种新的动向。《武人琴音》通过长者口述、后辈记
录的方式，描述了尚云祥、韩伯言、韩瑜三位形意拳高手的
武林生涯。这部作品与徐皓峰之前写的纪实文学《逝去的武
林》形成呼应，后者写的是他二姥爷李仲轩的故事。李仲轩
曾向唐维禄、尚云祥、薛颠三位形意拳高手学武，也是民国
武林中的重要人物。徐皓峰在二姥爷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
左右，与之深入对谈，将其所述整理成《逝去的武林》一书。
对民国武林世界的熟悉，为徐皓峰创作《道士下山》《大日坛
城》等武侠小说、参与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

徐皓峰说：“正是因为我写了比较多的纪实文学，而且
在大学听导演课程时，老师都特别强调素材的收集，所以我
写起虚构的武侠小说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材料的真实性。
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是《道士下山》，其实我原本
也是想把它写成纪实文学，因为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和
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型，只不过我加了一些虚构性的描写。”
因此，徐皓峰的武侠小说都非常注重挖掘真实的武林故事，
将故事的背景设定为武术家所处的真实时代、现实城市，而
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再虚构一个江湖”。

在徐皓峰看来，不同年代的读者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
武侠小说。在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
节：一个少年掉下山崖却偶遇奇人或者武功秘籍，最后一步
步练成天下无敌的功夫，杀掉魔教中人，然后退隐江湖。这
是一种“寻梦”、“圆梦”的叙事模式。这种浪漫的想象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不需要通过武侠小说来完成一种“想象力的补偿”。他们更
愿意了解真实的武侠世界，了解更接地气的武侠掌故，以及

武林中人的真实的人生感悟和内心世界。
徐皓峰说：“传统武术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真

实地描写出来，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就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
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生活了。用这些东西去代
替传统武侠小说的浪漫化想象，是具有可行性的。”他结合
电影《一代宗师》谈到，《一代宗师》其实是在讲武林的“规
矩”。这些“规矩”渗透着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中国人
的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此新鲜。

将武侠元素引入严肃文学创作
在《人民文学》刊出的这几篇作品中，陈崇正的《玉蛇

劫》属于传统路数的武侠小说。主人公关多宝偶遇奇人，不
知不觉练习“青蟒虚步”神功，助众人打退敌手，成为一派之
主。在陈崇正看来，我们固然可以在武侠小说中注入一些

“忧国忧民”的思想，但从本质上来说，武侠小说是一种供读
者闲时消遣的文本，主要讲究“好读”、“好玩”，在此基础上
再谈“寓教于乐”。他说：“我写的武侠小说大多没有什么目
的性，也没有刻意强调要负载什么思想。我主要是在其中写
自己的少年梦想，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心理补偿。所以在叙事
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使作品具有传奇性和趣
味性。”

陈崇正谈到，他平时主要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而是一些
具有批判性的严肃作品。他一直在思考怎样将武侠小说的
元素引入到严肃文学创作中来。最近他写的小说《黑镜分身
术》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在小说中设定了一种“分身术”
的神奇法术。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分身乏术，自然渴望分
身术；但有一些人却害怕分身术，神奇的法术会成为噩梦。
故事通过对现实的折射和隐喻，去书写城市人对于乡村怪
史的神奇想象。他说：“这样的尝试成不成功很难说，但是武
侠小说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元素应该值得我们在创作中不断
借鉴。”

其实，陈崇正所推崇的这种“借鉴”模式在很多作家的
作品中都早有体现。作家张大春认为，阿城的《棋王》就是一
篇“埋伏”了众多武侠小说元素的小说。主人公王一生是一
个棋疯子，一天到晚找人下棋。他一关打完又打一关，从队
里面打到乡里面，从乡里面再打到县里面，一直打到全国大
赛。与此同时，下棋的功夫越来越高。作品中还涉及朋友之
间的互助和对手的最终和解等主题，这与金庸很多作品的
叙事模式是一样的。张大春也常常设想：如何保留武侠小说
的种种元素，再让它产生新的活力，加入新的细节……于是
就有了他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

《城邦暴力团》是多种文学元素的融合，既有对台湾社

会、政治的现实描写，也有对江湖帮会文化的细细雕琢，已
经很难说它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评论家兴安说，张大春
的这部小说是在1999年到2000年完成的，那时“武侠热”已
近尾声，而酷爱武侠小说的张大春却借用武侠小说的形式，
对过往流行的武侠小说进行了一次颠覆：文字和叙述的生
涩冷僻让人产生陌生化和距离感，也让痴迷于金庸、古龙的
武侠小说的读者在阅读上有一种挫败感。可是，你一旦进入
其中，便会领悟中国侠义文学的传统和它恒久的魅力。

“武侠”在玄幻、科幻小说中的漫延
实际上，更多的武侠小说不是发表在刊物上或者正式

出版，而是在网络社区连载。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玄幻、盗
墓、科幻等类型小说“风起云涌”，给武侠小说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很多作家，原来写的是传统路数的武侠小说，后来也
慢慢引入其他类型文学的元素。这固然为武侠小说带来了
新的转机，但有些评论家提出，武侠小说因此却被玄幻、穿
越、科幻等元素所吞没掉，不再是武侠小说。在一些作品中，
主人公就像在打通关游戏，很轻易就解决掉他碰到的所有
困难，从中很难看到人的内心处境。

但在评论家邵燕君看来，不必为武侠小说在网络时代
的命运过多忧虑。由于网络文学的影响，武侠小说可能因
此变得“不纯”甚至被吞没，但只要能够保持一种“武侠
精神”，我们就应该抱以积极的态度。比如，网络作家猫
腻的小说《间客》是在科幻小说中融入了武侠的元素。武
侠小说通常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主人公自己掌握正义
的标准，不按照社会规定来行事；二是用拳头解决问题，
体现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侠以
武犯禁”。这些在 《间客》 中依然有明显的体现，只不过
猫腻将叙事的背景从传统的江湖社会转移到虚拟的帝国和
联邦之中。而且，小说中的打斗，也不像传统的那样相互
过招，而是通过“战舰”、“机甲”进行激战。

邵燕君认为，武侠小说所书写的江湖社会更多对应的
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而科幻小说的很多背景设置则具有一
种前瞻性，并以一定的现实为依托。如果我们用古代的背
景来书写今天的问题，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但在设计未
来的图景时，我们可能需要对现实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
而使设计出来的世界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当然，这只是
一种相对的说法，需要每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进行更加深入
的思索才能实现。她同时注意到，对于成长于网络环境的
年轻一代读者来说，“战舰”、“机甲”这类与动漫、游戏
密切相关的元素，也许更加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产
生一种阅读的共鸣。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周玮） 记者获悉，文化部
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作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打造，通过文化经贸加强与
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围绕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文化部文化产业
司、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将举办专题研讨，以加快研究推进这一
战略构想总体设计和框架方案的制定。据了解，这一构想计
划从五个方面展开：

——定期举办“高峰论坛”。由政府部门、丝绸之路沿线
各省市、中亚五国、相关文化企业等一起，每年定期举办丝绸
之路文化产业带发展高峰论坛，共同探讨多边文化经贸发展
规划、文化项目合作、文化交流活动等议题。

——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结合丝绸之路辐射范围内
的优势文化产业资源，通过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电子商
务平台、国际文化贸易展交中心，举办文艺交流活动，开展影
视剧、动漫项目国际合作，互设文化贸易中心、建设国际营销
网络等方式推动文化对外贸易发展。

——文化产业融合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丝绸之路辐
射区内的文化产业特色，通过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亚
文化与建筑设计、工业制造、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相融合，提升
文化作品的科技含量，打造有特色、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和产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推动多产业融合
发展，带动西部产业升级、改革。

——深度结合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规划。“藏羌彝文化产
业走廊”覆盖区域正属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国部分的
核心区域，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
带”规划的一部分，加强政策和规划的顶层设计，实现资源有
效利用、协调统筹发展。

——制定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
府，制订出台专门的支持政策，利用现有园区基地，在丝绸之
路重要省市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基地或园区，在现有的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基础上，制定针对民族文化、传统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对外贸易等的具体
支持政策。

文化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

4月2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和旅游部文化遗产开发司，罗马历史、艺术、民族人类遗
产及博物馆联盟特署共同举办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继中意两国五年文化合
作计划下“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之后的又一精彩展览，全部展品都是首次来华展出。

巴洛克艺术是17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艺术风格，聚集在罗马的众多意大利和欧洲艺术名家留下了大量弥足
珍贵的艺术瑰宝。“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由中意双方历时一年多精心策划，汇集了50件（套）17世纪意大利的绘
画、雕塑和工艺品。这些参展作品来自罗马威尼斯宫国立博物馆、科西尼宫国立古代艺术馆、巴贝里尼宫国立古
代艺术馆、基吉宫巴洛克博物馆、斯巴达美术馆等10余家意大利著名博物馆、艺术馆和收藏机构，包括卡拉齐、卡
拉瓦乔、贝尼尼、科尔托纳、阿尔加迪等20余位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展览以17世纪罗马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为主
线，重点介绍和展示了罗马巴洛克艺术，同时兼顾同时期的其他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幅17世纪罗马艺
术的画卷。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2月底结束。其间，中意双方合作策划了巴洛克艺术讲座、意大利电影放映、组织
观展征文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旨在让中国观众感受多元的意大利文化。今年7月底将进行一次展品更换，卡拉奇
的《青年男子肖像》、卡拉瓦乔的《施洗约翰》、贝尼尼的《救世主半身像》届时将与观众见面。

（王觅/文图）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5月5日报道，日本作家渡
边淳一 4 月 30 日因前列腺癌在东京家中去世，享年 80
岁。渡边曾获日本多个文学奖项，是描情写爱的高手。

渡边淳一 1933 年出生在日本北海道，1958 年毕业
于札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曾是整形外科医生，在母
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授课行医多年。渡边淳一青年时
期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1970年以小说《光与影》获
第 63届直木文学奖，1980年以描写日本名医野口英世
的小说《遥远的落日》和《长崎俄罗斯游女馆》获第 14届吉川英治
文学奖，2003年获日本出版大奖菊池宽奖。渡边淳一一直创作至
晚年，至今已出版了各类作品130多部。

渡边淳一的作品十分唯美，专注于人物感情描写。他的小说在
题材、手法和观念等方面为日本文学开辟了新的思路。

上世纪80年代起，渡边淳一连续发表《化妆》《雪舞》《化身》等
作品。他1997年2月出版的《失乐园》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时引
起极大反响，销量突破260万册，并在国际上颇受欢迎。此后，他被
称为“日本现代情爱文学大师”。

2007年，渡边一改写情说爱的风格，抛出杂文集《钝感力》，告
诫现代人太敏感反而容易受伤，要修炼“钝感力”。一时间，“钝感”
一词风靡日本，受到热烈追捧。

对于历史，渡边淳一有自己的反思。他曾发表文章《一百种理
论不如一份良心》，回忆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因日本侵略遭受的非
人待遇。渡边淳一写道：“同样一件事，加害者和受害者理解的方式
会有天壤之别……加害者的任何理论、任何辩护都是苍白的。因
此，日本决不应该企图用暧昧的语言逃避现实。”

（凌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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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总结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历史意义与美学价值，
传承诗歌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由吉狄马加担任主编的《中国新诗
百年大系》新闻发布会5月4日在京举行。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国散文学会会
长王巨才，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朱庆，以及张黎、晓雪、吴泰昌、叶
延滨、吴思敬、商震、石英、朱先树、查干、张清华、祁人等出席。

中国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以1917年《新青年》发
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为标志，至2017年将迎来100周年。中国
是诗的国度，新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才刚刚起步，但作为一种
新的诗歌形式，百年中国新诗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又延续了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脉流，同时借鉴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创作手
法，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财富。

吉狄马加在介绍编辑宗旨和体例时说，《中国新诗百年大系》
旨在对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百年诗歌经典作品、诗歌流派、诗歌事
件进行梳理、编辑、收录。编纂体例以诗人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发
表时间为入选年代，各卷又以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先后排序的主要
依据，兼顾诗歌流派、诗人风格、诗歌地域等因素，收入各个年代的
经典诗歌作品。

据悉，由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策划组织编辑的《中国新诗百
年大系》，将邀请诗人、诗歌评论家组成编委会，分10卷编辑，各卷
依据内容多少，有独立成卷，也有一卷分为上下编或上中下编，计
划于2018年年底全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籍 云）

《中国新诗百年大系》

编撰工作在京启动

本报讯 近日，2013年度《诗刊》“发现”新锐奖在江苏
靖江颁奖，青年诗人徐钺凭借长诗《一月的使徒》获奖。评
委会认为，徐钺的诗歌充满着精神世界的压抑与对抗、挣扎
与宽慰，这使得其作品始终处于一种绷紧的状态，持续喷涌
着激越的情怀。

据了解，自 2013 年开始，《诗刊》下半月刊推出了“发
现”栏目，关注那些勤于探索的青年诗人和他们锐气十足的
诗作。该栏目每期刊出一位青年诗人的新作，并匹配一些

“锐评”，从两个向度对诗人诗作进行点评。在此基础上，诗
刊社设立“发现”新锐奖，评选范围为当年度在“发现”栏目
发表的作品。

颁奖期间，还召开了全国青年诗人座谈会，金轲、戴潍
娜等十余位青年诗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诗歌创作与诗歌
批评的关系。 （石 纹）

《诗刊》颁年度新锐奖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粮食，关系一
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在中国，与小麦、水稻
并称为三大主粮之一的玉米，已经逐渐淡出
人们的餐桌，但事实上，它仍是我国增量最
大的农作物。为改善玉米品种，河南省鹤壁
市农科院院长程相文带领他的团队，几十年
攻坚克难培育新品种，并因此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作家刘先琴以程相文为原型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玉米人》，日前由河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5月 5日，《玉米人》作品研讨
会在京召开。《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评
论家李炳银、梁鸿鹰、陈福民、何向阳、李朝
全、何弘、王守国，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
辑李喜婷等与会。研讨会由《光明日报》副
总编辑李春林主持。

《玉米人》讲述了育种科学家程相文把
一生倾注到玉米育种事业的经历，50 多年
来，程相文培育出40多个玉米新品种，创造
经济效益 70 多亿元。与会者认为，该书聚
焦“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弘扬了中国知识

分子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品质，是一部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在作家笔下，这位农业专家内敛
而深沉，敏锐而坚毅，在科学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与会者谈到，《玉米人》较好地实现了新闻性与文学性
的统一，在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发
挥了各自的优长。作品既有对中原社会几十年发展的描
写，也有对程相文人生的精细刻画，更有对农业问题粮食问
题的思考。作家从生活中一些平常的细节切入，以真挚的
情感气韵盘活了整部作品，让人物在最接近生活本质的层
面上闪烁人性的光辉，在不事张扬的质朴书写中，传递着动
人心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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