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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应物兄》很火，各种推介和评
论直往眼里扎，躲都躲不开。在宣
传和评论的攻势下，对于喜欢看小
说的人，不买不读这本小说都觉得
不好意思。不久前，偶然读了唐小
林批评《应物兄》的文章《有人要发
射一颗怎样的“卫星”？》，阅读热情
冷却许多。随后在网上搜索，又见
到刘江滨的《〈应物兄〉求疵》，也是
一篇批评文章。我没读过小说，无
法判断他们的批评有没有道理，但
他们让我产生疑问：文坛交口称赞
的《应物兄》究竟是不是评家和商家
合谋的浮夸产物？于是，我想起汪
涌豪的文章《从贾平凹的创作及评
论谈谈当下文学批评的窘境》。贾
平凹的《山本》出版前后，宣传和评
论的情势也赫赫扬扬，针对这种现
实，汪涌豪呼吁评论家要在阅读与
思考中安静等待时间的沉淀与汰
洗，同时也指出贾平凹小说也包括

《山本》中的问题。
我作为小说读者，读这类文章

的最大收获，是清醒。《山本》好不
好，《应物兄》好不好，自己去看，看
过就知道了，真相在自己的眼中。
称赞《应物兄》的文章很多，我最眼
熟的批评大家都写了大块文章，把
他们的称颂和唐小林、刘江滨的批
评放在一起读，我困惑，不知道谁说
得有道理。总不能因为写赞扬文章
的批评家名气大就相信他们吧，同
样，也不能因为唐小林的文章尖锐，
看着过瘾就认同吧？面对赞扬和批
评的对峙，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
细读原作，自己做出判断。在宣传
和评论的喧嚣中，建立阅读的自主
意识，很有必要。相信自己的阅读，

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力。职业批
评者，他们在总体把握文学创作上
有专攻，作为一般读者望尘莫及，但
在心性上，在对作品的感受上，每个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一
点不用怀疑，相信自己感受力的独
特性。当然职业批评者在心性和感
受力上也同样有独特性，他们对作
品的解读对读者理解作品无疑有价
值，但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批评者的
诚信出了问题，独立于功利、出自批
评者本心的作品评论不是很多，而
帮忙圈粉、忽悠说合的不少。想准
确地判断一部作品，只有指望自己。

我提醒自己，不要急着去读那些
热评作品，放一放，咱就是一个读者，
不用急着写文章，在文坛抢个头彩，
也不用出席哪个书商主办的读书会，
担当作品推介人什么的。等喧嚣过
后，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读，
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自己是选
项的唯一根据。为避喧嚣，找一本让
自己安静的书来读。要读的好书很
多，实在没有必要冒浪费时间之险去
追读那些被炒热的书。

再耐心些，等上个三五年，经过
一定的时间淘汰，看看沉淀结果，再
决定读与不读。李洱写《应物兄》用
了整整13年，我们等上个三五年去
读它还迟吗？不仅对《应物兄》，对

“三剑客”的“铁西叙事”也是如此，
耐心等等，热闹过后，阅读才能客
观。我想读《山本》了，阅读欲望由
贾平凹在鲁迅文学院陕西作家研修
班上的讲稿引起，他对小说的领悟
让我心动，我想在《山本》中，看看他
如何把领悟落在文字上。这可能就
是我与一本小说的缘分所在。

真相在自己的眼中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辽宁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剧作家李铭的长
篇儿童小说《桃花吐》近日由天地出
版社出版。这部以留守儿童为主题
的小说从乡村视角出发，本色地反
映了乡村儿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和美好心灵。

作者李铭是剧作家，一直关注
乡村留守儿童，曾多次实地调研，采
访到很多留守儿童的故事。桃花吐

是北方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也是
李铭的家乡。

《桃花吐》围绕着乡村儿童的教
育和成长问题展开，故事真诚细腻，
充满希望。书中不仅刻画出一群个
性鲜明的乡村儿童形象，同时，在呈
现北方民俗、民间艺术等方面也颇
具特色。书中“留守”二字，体现的
是孩子们留守住了那份童真、纯粹
和无所畏惧。

儿童小说《桃花吐》出版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话
剧《广陵散》日前在大连首演，该剧
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与其他
话剧不同的是，该话剧均由京剧演
员表演，整场话剧融入很多京剧元
素，营造出既展现古典风格又符合
现代审美的戏剧情境。

话剧《广陵散》讲述了魏晋时期
文人嵇康的传奇故事，意在表达正义
必将战胜邪恶。该剧由大连京剧院
演员杨赤、凌珂、张宝月等表演，周龙
执导，郭文景作曲。该剧将戏曲美学
融入话剧创作，使京剧艺术有了更多
的表现形式和展示空间。

话剧《广陵散》在连首演

连日来，在沈阳沈水湾公园云飏
阁举办的第五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吸
引了众多市民。台上，演出着一场场
高品质、高水准的音乐节目；幕后，沈
阳交响乐团等专业院团则着力做好交
响乐普及工作，培养高雅音乐的乐迷。

向市民开放排练现场

6月9日首场演出，沈阳交响乐团
“我和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吸引6000
多名观众，充满家乡情、爱国情的演出
曲目引起观众强烈共鸣。6月10日中
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丝路交响”专
场音乐会，下午下起小雨，有观众提前
两小时就打伞到座席等候，演出开始
前的淅沥沥细雨中，座席已经坐满。

交响音乐节受到观众热捧，高雅
艺术也在走进更多市民百姓的日常生
活。市民金铁从家步行到云飏阁15分
钟，他从3年前开始到这里看交响音乐
会，觉得这就是平素里最快乐的事

儿。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交响乐，是
与经常到沈阳交响乐团排练场地“听
课”分不开的。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其
实，很多乐迷钟情交响乐、爱听音乐会，
都得益于沈阳交响乐团的培养。

成立于 2013 年 6 月的沈阳交响
乐团，是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艺
术水准的民营专业院团。该团常务
副团长翟焕民告诉记者，乐团的办团
宗旨就是普及高雅艺术，提升市民音
乐文化修养。怎么做？一是尽可能
多地举办公益惠民性质的交响音乐
会；二是将乐团排练现场向市民免费
开放，使其成为讲解交响乐的另一个
课堂。

记者从沈阳交响乐团2019音乐季
（第五届）演出预告中看到，从年初到岁
尾共安排10场演出，每一场音乐会演出
作品大多不同，不乏经典曲目。除演出
季外，按计划全年演出不下 50场。

将排练现场向市民开放，这是沈
阳交响乐团的一个创举。乐团每次

排练，都会在外围摆一排椅子，专供
来现场观看的市民使用。排练时，乐
队指挥给演奏人员分析讲解曲目，旁
听的市民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排练
间歇，旁观者还可以向指挥、演奏人员
咨询，这样旁听者看音乐会逐渐地从
看“热闹”到看“门道”，进而成了交响
乐的乐迷。沈阳交响乐团每年音乐季
都提前卖年票，起初买票者寥寥无几，
现在早早地就被抢购一空。

把交响音乐会搬到公园

交响音乐会在沈阳有两种演出场
所，除了正式演出的大剧院、音乐厅，更
多的时候则是公园、广场等户外开放场
地，这样做就是要让演出更亲民、惠民。

沈水湾公园云飏阁就是这样一
处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地。正在这里
举办的第五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在
10天里安排了 8场音乐会，演出单位
有沈阳交响乐团、沈阳少数民族交响乐

团，高校的沈阳音乐学院“北方交响乐
团”、沈阳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东
北大学“青年交响乐团”，还有中国歌剧
舞剧院交响乐团、菲律宾“马尼拉交响
乐团”等，让市民共享一场场音乐盛宴。

在演出现场观众席，62岁的辛树
勤告诉记者，他从小就是学校文艺队
的成员，尽管当了一辈子司机，但他
的“文艺细胞”从没湮灭，尤其对交响
乐情有独钟。他记得，1993年他第一
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交响音乐会，10
年前他第一次在剧场看了一场民族
音乐会，5 年前他第一次在云飏阁看
了第一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首场演
出后，至今场场再没落过。63岁的张
连忠是沈阳交响乐团的“铁杆粉丝”，
坚持常年到排练现场旁听，他现在能
把握指挥对曲目细节的掌控，也能听
出演奏时细微之处的表达效果。

本届音乐季两场音乐会结束后，
几千人半小时有序退场，地上干干净
净。

除多举办公益惠民演出外

开放排练现场成“沈交”普及交响乐课堂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李黎介绍，“诗韵中华”融朗诵、
吟诵、声乐、器乐、舞蹈、书法、绘画等
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有效地实现了
多种艺术形式在同一审美空间的完
美融合、大俗与大雅的完美融合，从
而直观地展示了中华艺术“思与境
偕”“物我两忘”“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境界。这种表现形式无论在国内还
是海外均属首创。“它的最大美学价
值与市场价值在于它的原创性。各
主题篇章的诗词溯古览今，气势磅
礴，诗句唯美，韵律动人，观众在整场

演出中不仅可以获得感官满足，而且
获得了极大的心灵满足。”李黎说。

整台节目的创作队伍颇具实力：
演出的主题乐和大部分配乐由音乐
总 监 、青 年 作 曲 家 牛 小 凤 教 授 创
作 ，乐 曲 婉 转 动 听 ，契 合 主 题 ，与
诗词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并包含
多首原创歌曲；全部舞蹈由诗韵中
华舞蹈总监、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
国古典舞艺术家杨烁编舞，舞姿翩
翩，诗意浓浓。本次“诗韵中华”走进
辽宁，除了原来的核心团队成员之

外，还邀请了辽宁籍朗诵名家和表演
艺术家齐芳、孙滔、栾姝玫、白而为、
杜桥等参与演出，并加入了大气磅礴
的《辽宁赋》等具有辽宁特色的作品，
更接地气，更能够引起辽宁观众的共
鸣。

作为一个专业的诗歌美学研究
者，为什么要做这种面向大众的普及
活动呢？李黎说：“以大俗做大雅再
回归大雅，正是我们的创作方向。雅
俗共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同时
也是最难做到的。从古到今，无数人

编诗选，从诗词篇目的选择上就能够
看出编选者的审美眼光和价值取
向。‘诗韵中华’演出不到两个小时，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诗歌中选择什么
样的篇目，又如何把它们与音乐、舞
蹈有机结合，都在考验着创作者的文
化底蕴与艺术水准。我们的目的就
是要让使用汉语的普通大众都能够
喜爱诗歌、欣赏诗歌，通过观赏诗韵
中华让观众从中看到中国人的信仰
和追求，获得文化自信，感受到中国
精神和中国力量。”

诗韵中华实现了多种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8 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也是第十四个“文化遗产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沈阳故
宫举办了辽宁省首项文物保护工程
公共示范和观摩体验活动，20位省
内文保志愿者参加活动。

沈阳故宫太庙建筑群修缮工程
是国家文物局重点工程，于今年 2
月20日开工，工程主要解决墙体歪
闪及裂缝、屋面渗漏、结构歪闪变
形、基础不均匀沉降等问题，同时保
证建筑群益寿延年。本次公共观摩
体验活动分为展示讲解、现场观摩
及实际体验三个部分。展示讲解阐
述对国内外基于文物价值保护的

“最小干预”原则，并总体介绍太庙
修缮工程范围和修缮工艺。现场示
范和观摩的古建筑修缮工艺为刮血

料泥子油饰、椽飞头油饰彩画。
此外，沈阳故宫还举办了面向

孩子的非遗课堂。20 名小朋友在
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沈阳故宫，在“非
遗系列手作课堂”上学习并制作珐
琅彩，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沈阳
故宫，通关“丢失的名画”“蒙眼赛蹴
鞠”“雅歌投壶亭”“一宫一世界”4项
历史解谜游戏后，就能拿到沈阳故宫
特颁的“盛京皇宫小学士”证书。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表
示，此次太庙修缮的公共观摩体验
活动展示了清代官式营造工艺和做
法，相信通过本次活动，可以使公众
更加深入了解古建筑修复的传统工
艺，宣传文物保护原则和理念。“走
进盛京皇宫”亲子活动，让小朋友通
过浸没式的体验，近距离地接触和
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沈阳故宫举办文物保护工程
公共示范和观摩体验活动

“诗韵中华”总策划在沈接受采访时说——

诗歌让人享受雅致的生活
本报记者 高 爽

李黎集“诗韵中华”的总策划、总
导演和总撰稿人于一身，可以说是这
台节目最重要的创作者和推广人。

李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
系，之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主
授诗歌美学。1986 年，他赴美留学，
主修文化理论，继续致力于诗歌创作
和诗歌美学研究。其后这些年里，李
黎一直致力于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尤其是文化交流。近年来，李黎与
其团队发起成立了“世界华语诗歌联
盟”，在全球推进诗歌的回归与审美文
化的传播，提出“以诗歌的复兴带动文

化的复兴，以文化的复兴带动中华民
族的复兴”，“诗韵中华”的创作与问
世，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起因。

在李黎看来，诗歌是文艺最早也
是最高的表现形式。正如汉代《诗大
序》所言：“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中国古典诗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
血脉和民族精神，每一个中国人都离
不开它的滋养。从“五四”运动以来的
新诗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
许多作品已成为中国诗歌的经典。“在

海外的这些年，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几乎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诗社与
朗诵协会，海外华人在古诗词中找到了
自己的心灵家园和精神归宿。”李黎说。

“中国古典诗歌不仅是我们的精
神财富，也令后来很多西方诗人为之
着迷。以庞德为代表的 20 世纪初欧
美意象派诗人，就深受中国古典诗歌
美学的影响。我认识的一位美国诗
人，在皖南桃花潭景区住了半年之
久，在心灵上与李白对话，最后发表
了一部诗集《李白归来》。”李黎说。

李黎认为，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

诗歌复兴的意义更为重大，他说：“钱
钟书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
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读诗歌，读的
是性灵。诗歌能够让人拥有对美的感
知能力，在愉悦的状态下享受雅致的
生活。在物质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加
呼唤心灵的回归，而诗歌正好与之一
拍即合，‘诗和远方’正消解着快节奏
的‘务实’生活带给人们的焦虑感和紧
张感，让人能够拥有健康的心态。拥
有诗歌审美能力的人内心是充实的、
幸福的，而若少了诗意，人们很容易走
向文化的末端——娱乐至死。”

生活少了诗意，很容易走向“娱乐至死”那一端

原创大型诗歌音乐舞蹈
史诗“诗韵中华”将于近日走
进沈阳，作为全民读书月的
特别演出，向辽宁观众献上

一场诗词艺术的盛宴。
“诗韵中华”第一次将中华五千年

的诗歌文化用时尚、唯美的艺术形式
呈现于舞台。整场演出分为序歌和诗
词起源篇、唐诗鼎盛篇、宋元词曲篇、
近代情采风、共和新韵篇、多元诗脉篇
六个篇章，共计20多个彼此连贯的节
目，从古至今，一气呵成。

“诗韵中华”始创于2015年，已经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镇江以及洛
杉矶、旧金山等地成功演出数十场，反
响热烈。

围绕这台节目的内容、特色和创
作初衷，记者采访了节目的总策划、诗
人、诗歌评论家李黎。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