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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刷爆朋友圈的两部贺岁电影——《流浪地
球》和《疯狂的外星人》，一经上线便打破了贺岁电影通常是
通俗喜剧的惯例，如同两匹飞奔的“票房黑马”，快速占据了
春节贺岁档影片的榜首，旋即又在各年龄段影迷中掀起了
一股“科幻热”热潮。

尤其是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堪称中国科幻电影的扛
鼎之作，顶着“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光环，剧情足够
硬核，CG效果足够炫目，片中还有诸多向经典影片《2012》

《2001太空漫游》等致敬的戏仿镜头，尤其那句贯穿剧情始
末的中国式交通安全警示语，更是以中国元素的独特调侃
方式，推进了影片对人性的探寻深度。

影片讲述的是地球人为了规避因太阳衰老膨胀、将要
吞没地球的灭顶之灾，通过联合政府的协调在地球表面建
造了上万座发动机，并以“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为地球领
航，使地球逃离太阳系。然而，当地球驶经木星时，却意外
地受到了木星引力的影响，为了避免“地木”相撞、人类灭
绝，中国宇航员刘培强祖孙三代及无数救援队员上演了一
幕生死时速的全球救援。

这部堪称中国科幻电影崛起之作的另一大看点，就是
制作技术接近于好莱坞水准，甚至有刻意模仿的同质化痕
迹。这一优势虽然拉高了票房指数，但又会像奥尔巴赫在

《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中所担心的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世
界日益缩小，而文学的多样性也逐日消散，慢慢地流于同质
化、标准化，继而在市场商业价值的影响下，越发变得学科
化、世俗化。而如果世界文学的类别丧失了其多样性的特
点，那么“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构想，在实现的同时，也就
毁于一旦了。

反观这部《流浪地球》，虽自影片上映以来，陆续有影评
人对该片完全借鉴好莱坞模式给予负面评价，但是，在我看
来，这部影片的制作实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好莱坞大片
的程式化套路，反而融入了很多中式概念。

首先，相较于好莱坞影片中一贯出现的个人英雄主
义，《流浪地球》却出人意料地不再只从属于个人拯救世
界的老套设定。剧中英雄不仅仅只是航天员刘培强、救
援队队长王磊，甚至刘启和初中生韩朵朵都在这一拯救
地球的危急时刻，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可以说，影片从
始至终，所有的角色都是拯救地球整个行动的一个分支，
每个人都是点燃木星的一根“火柴”，就像那句中国谚语
说的那样，“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说，《流浪地球》这部
影片在汲取好莱坞大片精华的同时，也摒除了美国式那
种极尽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弊端，融入中国式的世界观
和视角，为中国科幻影片摆脱同质化，展现多样性创造了
一个良好开端。

其次，从影片的概念设定角度来看，《流浪地球》的理
念也与奥尔巴赫关于世界多样性的理论不谋而合。影片
中，在引领地球逃逸过程中，虽说整个地球由联合政府统
一指挥，但是国家的形式却并未受到联合政府的破坏，各
国的独立性依旧存在，并形成了一个维系全人类生存的命
运共同体。

还有那句贯穿始终的安全警示语——“道路千万条，安
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这是中国才独有的
安全警示语。这条颇具年代感的中国式警示语，在影片中
总共出现过5次，而且每次出现，都能与观者的不同心境产
生碰撞，使人时笑时泣，将整部电影情感波动的节奏把握得
十分到位。

片中首次出现这句警示语，是刘启带着妹妹用从外公
手中偷来的驾驶证发动运载机车的时候。乍一听到这句颇
带有说教意味的安全警示语，以及刘启把车开得东撞西撞
的情境，一下子营造出中国式的搞笑效果。第二次出现时，
是外公韩子昂带着外孙和孙女为躲避地震而启动机车时。
这句不紧不慢的警示语与天崩地裂的灾难形成了极大的反
差效果。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实则于无形中提升了
主人公们生死逃亡的紧迫感，使影片更加刺激、惊险。第三
次出现，则是外公不幸遇难后，刘启重新启动机车时。当车
载广播再次响起“韩子昂，高级驾驶员。北京市第三区交通
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
行泪”的警示语时，这句台词完全褪去了最初的喜感，陡然
转悲，形成了一个无可言喻的泪点，赚足了观众的眼泪。第
四次、第五次出现，都是刘启成为一名初级驾驶员后。尤其
第五次，更是编剧和导演为观众埋下的一个小小“彩蛋”。
主人公刘启虽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驾驶证，但当他发动机
车，这条交通安全的警示语再次响起时，车子突然出人意料
地撞向右侧的机车，之后又摇摇晃晃地行驶上路。这场面
仿佛又回到了他第一次驾驶时的原点。

可以说，在这句不断重复的提示语中，整个地球似乎被
转化为在宇宙中行驶的“车辆”，运载着亿万人类驶向新的
家园。为了人类的存亡、人类的安危，不断会有人牺牲小
我，换取整个物种的生机。这就是他们坚定信念、心存希
望、排除万难、顽强地生存下去的动力所在。

这就是中国式的独特表述方式。虽说在科技以及市
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要想完全保持电影作品的民族
化还很困难，我们仍然要向好莱坞水准看齐，借鉴一些先
进的模式与技术，但是，借鉴并不等于悉数照搬。文艺工
作者依旧可以像《流浪地球》这部影片的制作团队一样，
在学习、运用好莱坞大片技术形式的同时，大胆保留并创
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唯有这样，才能在不断
的发展中，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文艺作品，从而保持世
界文化的多样性。

（作者系中国田汉研究会戏剧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
协会张家港全国小戏小品创作基地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

科幻片的本土化创新
——我看电影《流浪地球》

柳逢霖

贺绍俊认为，《刀兵过》是一个有思
想、有厚度的小说，“读了很震惊”。写历
史，特别是近代百年来的革命史，有的是
通过家族来反映百年的发展，有的是用革
命传奇的方法，都是想以此来反映百年风
云变幻。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能够对
世界、对历史提出独到的看法，《刀兵过》
就有这样的效果。《刀兵过》完全跳出了我
们习惯的历史观，去重新反思我们的历

史，暴力革命的摧枯拉朽带来了社会的
进步，这是从宏观而言，但在破坏旧世界
的同时，把我们曾经珍视的传统精神也
伤害了。《刀兵过》写了传统文化在这样
的过程中如何被伤害又活过来。它寄托
了滕贞甫的期待，他期望在今天能够让
它发扬光大。

小说的题目很有深意：“过刀兵”是带
来祸患——我们一直在过刀兵，一直停留

在过刀兵的思想状态中。《刀兵过》中最体
现中庸之美的是三圣祠，它代表了民间对
传统文化的认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理
解，它强调了传统文化的作用，表达了对
历史新的认识，作品的确提供了新的东
西，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的历史小说越
来越多，但真正能够提供新的历史观的非
常少。从“过刀兵”和“刀兵过”，评价历史
抓住了关键点。

《刀兵过》的主人公是一个乡贤，但与
《白鹿原》里的乡贤不一样，虽然在精神层
面上有一致性。在过去的社会，乡贤起到
一种传递文化精神的作用。社会的基本
精神，儒家文化精神，是靠乡贤维系的，

《刀兵过》写的就是儒家文化在百年动荡
中的飘移和漂泊——它有被摧毁和撕裂，
也有锤炼和新生，《刀兵过》的独特之处正
在于此。

《刀兵过》：从乡贤文化中寻找曾经珍视的传统精神

辽宁长篇创作在丰厚
历史文化资源上的三重“寻找”

本报记者 高 爽

辽宁文学界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焦虑”，那就是在以优秀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茅盾文学奖上
的空缺。补齐长篇小说创作的短板，也因此成为辽宁从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迈进的重要一步。近两年，多
部重量级长篇小说作品的出现，令人对辽宁长篇小说创作有了新的期待。

迹象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的。
辽宁作家孙惠芬的新作《寻找张

展》成为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
榜”（2017）的 5 部年度金榜作品之一，这
是一直主攻乡土写作的孙惠芬在城市
题材写作上的一次突破，被《人民文学》
杂志评价为“近些年创作中的一个异
数。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
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者书写已
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小说以罕

见的饱满可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
书写，成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
级力作；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
形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
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
史意义的事件”。

另一部同样发表于 2017 年的《唇
典》，是作家刘庆积 15 年之功创作完
成的长篇小说。在辛亥革命至改革开
放初期的漫长时间跨度里展开叙述，

全 景 再 现 20 世 纪 东 北 跌 宕 起 伏 的 变
迁史，被国内多位评论家称为“描述百
年 东 北 文 化 心 灵 史 的 史 诗 性 作 品 ”。
2018 年 7 月，第七届“红楼梦奖：世界
华 文 长 篇 小 说 奖 ”揭 晓 ，刘 庆 以 小 说

《唇 典》夺 得 首 奖 ，成 为 继 贾 平 凹 、莫
言、王安忆、阎连科后第五位获此殊荣
的内地作家。

继以上两部作品之后，2018 年 8 月，
辽宁作家滕贞甫出版长篇小说《刀兵

过》，短短数月即产生较大影响，成为第
三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入
围作品。小说编织出一幅 20 世纪中国
乡村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图，有评论认
为这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堪比《白鹿原》，

“写乡贤的集大成者”。
三部亮眼的长篇作品，引起了文

学 界 对 辽 宁 长 篇 小 说 的 关 注 ，也 让
人 们 从 中 看 到 了 辽 宁 文 学 创 作 新 的
希 望 。

三部长篇小说让人们看到了辽宁长篇小说创作新的希望

从这三部作品入手，记者采访了两位
文学研究者——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
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贺绍俊，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希望从中找出一些
辽宁长篇小说创作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
方向。

程光炜认为，辽宁是中国文坛上有突
出成就的一个省份，尤其以中短篇小说创
作见长，上世纪 80 年代，邓刚、金河等作
家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长篇小说也出
现过一些好作品，但进入新世纪之后经历
了一段时期的沉寂，这几年的势头是往上
走的，老作家开始发力，新作家面孔出现，

状况令人可喜。
程光炜说：“《寻找张展》对作家孙惠

芬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个长
期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 60 后作家挑战
城市题材和 90 后题材，难度不小。90 后
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和生存状况，是一个
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学应该处理
的一个主题，《寻找张展》不论是对作家
个人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
突破。整部作品读了之后，有一种很痛
的感受。”“《刀兵过》也是一部很下功夫
的作品，一种带有地方志色彩的叙述方
式。格局雄伟瑰丽，意境深远，读者阅

罢，一定会放眼百年风云，反观自己内心
深处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
以说是近年来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少有
的佳作，一个大手笔的作品。”“《唇典》同
样是写变迁的，是在东北大地展开的一
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东北的地域特色、语
言风格特别鲜明。这三部作品中，它的
东北味是最足的。”

贺绍俊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几部
令人感到欣喜的作品，说明辽宁文学界
已经注意到自己的短板，并为此付出了
努力。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工
程，不是说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也可以

把辽宁文学前些年的沉寂看作是一个蓄
势待发的准备阶段。

“如果说这三部作品有什么共同的
特点，首先就是在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
上做文章，比如《唇典》是以东北的萨满
文化为基础的，《刀兵过》集中写了中国
儒家文化怎么被东北的地域文化吸收；
再有就是作家不仅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和积累，还具备消化和处理已有生活经
验的能力，《寻找张展》在这方面比较成
功。”贺绍俊认为，“寻找”不仅是孙惠芬
作品的主题，同时也可以用在对另外两
部作品的分析上。

三部作品都在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上做文章

贺绍俊说，《寻找张展》是一部很讲
究的小说，小说名对应着小说的结构。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说的是小
说名的前两个字：寻找。下部则说的是
小说名的后两个字：张展。下部是以书
信的方式讲述张展的成长经历，展示了
一个年轻人从叛逆任性到自强奋进的
变化过程。下部完全可以拎出来成为
一部独立的小说，它既是典型的成长小
说，也可以看作是励志小说。

张展这一形象将会让人们对 90 后
这一代人的理解更全面完整一些。这
恰好也是孙惠芬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
之一。当她发现人们对 90 后的认识存
在偏见，她不仅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
90 后，还要继续思索：人们为什么会存
在偏见，于是沿着这一思路，开始了她
的寻找之旅。

寻找不同于发现，发现是一种意
外的收获，而寻找是因为人们丢失了

什么东西要去将其找回来，这是一种
紧张的期待。发现带给人们的将是惊
喜，而寻找必须让人经历一段焦虑和艰
辛的过程。

小 说 的 上 部 便 充 满 了 焦 虑 和 艰
辛，她在寻找张展这个人的同时也在
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沮丧地发
现，她在寻找过程中所结识的人，几乎
没有一个是处在正常与和谐的关系状
态之中的。随着寻找的深入，孙惠芬

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心与心的隔膜”，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寻找热情，相反，
她反躬自省，竟然意识到也许在张展
被 伤 害 的 过 程 中 自 己 也 负 有 责 任 。
她的内心在呼喊：“我们既是参与者，
又 是 受 害 者 ，却 把 自 己 当 成 了 局 外
人 。”于 是 她 深 入 思 索 为 什 么 会 造 成

“心与心的隔膜”，这缘于我们丢失了
太多精神性的东西，诸如信任、尊重、
平等，等等。

《寻找张展》：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正常和谐的关系

贺绍俊认为，《唇典》整部书其实
就 是 在 做 一 件 事 ：诠 释“ 唇 典 ”这 两
个 字 。 在 刘 庆 的 诠 释 里 ，“ 唇 典 ”不
再指称东北土匪黑话，而是被赋予了
崭新的意义，那就是口头文学。刘庆
看 到 了 口头文学的悠久历史，也看到
了口头文学至今仍活在人们嘴上，更
重要的是，他从口头文学中发现了一
个丰富的世界。于是他用“唇典”向一
切口头文学表达崇高的敬意。

刘庆从口头文学资源中看到了民
族史和民间史，他不是从文字典籍中寻
找历史，而是要从口头文学中、从民间
一张又一张说话的嘴里寻找历史。他
要还原的是一部口头的历史，是活在
民间众人嘴边上的历史。他通过这种
方 式 重 新 建 构 了 一 个 历 史 图 谱 。 这
个 历 史 图 谱 显 然 与 我们所看到的、已
经被标准化的历史图谱不完全一样。
而这不一样的历史图谱则意味着，作

者刘庆在以不一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去思索人类命运的变迁，去观照 世 界
万物。

刘庆抓住了东北大地口头文学的
灵魂，就是萨满文化。正是萨满文化
给东北民间带来了不一样的看世界的
方式。敬畏和珍惜是一种看待世界和
人生的方式，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
种世界观产生于人类还不是足够强大时
的文明阶段，但它凝练出具有人类共同

价值的精神内核。刘庆在萨满文化中发
现了这样的精神内核。

贺 绍 俊 说 ，“《唇 典》提 出 了 一 个
严 肃 的 话 题 ：从 文 明 发 展 的 角 度 说 ，
人 类 进 步 了 ，文 明 更 先 进 了 ，但 是 也
可能使我们丢失了一些人类最本真的
东西，这些最本真的东西曾经在原始
宗教和文化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今
天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
捡拾回来？”

《唇典》：从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东北的历史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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