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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在游戏产业年会上传来
消息，国家正在建设统一的实名验证平台，
为游戏企业做好防沉迷工作提供必要条
件。游戏成瘾，是未成年人教育中一个令人
头疼的问题，如何看待这样的“防沉迷”举
措，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源清则流不浊
刘恩波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早已经成为热议
的话题。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抓紧建设统一的实
名验证平台，为游戏企业做好防沉迷工作提供必要
条件。

游戏精神从来就是人类追求中的心理解脱和疏
导模式，但是对于游戏的理解和把握，却存在各种各
样的理念与实践。

按照席勒的经典说法，真正的游戏是人类身心
全方面自由发展后体现出来的一种必然精神驱动。
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游戏精神的
真正根本所在，即寓教于乐的功能和品质。源清则
流不浊。

单纯的娱乐，单纯的游戏，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
后果，无论游戏还是娱乐，如果偏离人类的基本情
怀、理性的规则和审美的向度，那么就会沦落为感官
刺激的牺牲品。

网络游戏一旦用暴力、色情、毫无节制的娱乐占
据高品位的文化疏导与引领，那么就会成为失控的
魔兽，吞噬掉未成年人健康的心理和对现实人生的
真正热情。

对此，经营和制作网络游戏的部门，应该本着源
清则流不浊的价值取向，从立人、育人、引领人的精
神疏导和愉悦层面，认真讲好中国故事，用充满魅力
的中华文化传统神韵，用薪火相传的革命文化因子，
用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世界文明的新潮流，荡涤洗
礼下一代人的心胸、体魄和人格。

要知道，真正的游戏不是放纵，真正的自由也
不是没有规约，真正的艺术享受更不是无章可循。
我们从孙悟空、哪吒、花木兰等形象中所感悟生发
出来的游戏原型的创造和再造，已经成为民族文化
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某种重要参照。而新
的游戏精神的建构，实在离不开对经典的重新书
写，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会心领会、打捞和捕捉。
无论动漫还是网络游戏，乃至童话书，都来日方
长，任重道远。

有“毒”的游戏
牛寒婷

在一个5G的时代，“防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这样
的说法就很老套。游戏早已进入网游时代，而如今
的网游又置身于全民手机控的醒目背景中。防未成
年人沉迷游戏，那么成年人呢？成年人就不沉迷游
戏吗？还是成年人沉迷就没问题？

要说在信息时代，事物的发展以光速前进，
恐怕一点都不为过，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论孩子玩
游戏的问题时，还以 10 年或者 20 年前的口吻，就
不仅显得陈腐而且无效。从学龄前儿童父母，
到课堂里的老师，再到家庭中的成员，你若问最
困扰他们的东西是什么，大多数答案可能不会
是游戏，而是手机。抖音、快手……手机客户端
里的花花世界，远比现实世界有趣、魅惑、令人
着迷，而游戏或网游早已被降级为其中的一个部
分而已。

问题的核心是成瘾。摆脱成瘾，正是“防未成
年人沉迷游戏”的重点。可成瘾这类事，从来就不
能孤立地看，玩手机、玩游戏和嗜烟、酗酒、打麻将
等所有可视作不良习惯的癖好一样，都是多种因素
造成的。对孩子们来说，学校里令人压抑的填鸭式
授课，对人性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通识教育的缺
失，家庭教育的苍白，亲子关系的不和谐甚至是剑
拔弩张……正是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为成瘾和不良
嗜好的养成提供了温床。

与其仍旧谈游戏色变，仍旧大喊游戏有毒，
不如重新审视这一切，看看在已变化的态势中，
我们是否将游戏妖魔化了。事实上，不少开明的
父母，早就与孩子一同玩游戏了，用参与和分享
的策略，去与可怕的成瘾过招——对他们来说，
游戏就像刻板、有“毒”的教育之外的亲子润滑
剂，从中受益的孩子和家庭，没准还想对它鞠上
一躬呢！

本报记者：一些艺术水准并
不太高的作品，通常会让人觉得
没有太高的评论价值，“不值得一
写”，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王向峰：我有一个观点，你
有多高，你的书评就有多高。
1926年，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任
教时，学生陈梦韶根据《红楼梦》
创作了一个话剧剧本，请他作
序。鲁迅先生觉得这个作品对社
会和家庭很有意义，于是写了一
篇《绛洞花主小引》，“引”就是
序。整个文章加在一起不到700
字，但今天来看，这部话剧的价值
和影响，都远远赶不上鲁迅的“小
引”高。“小引”中，有一段我们后
来常常引用的话，“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
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
宫闱秘事。”他说出了文艺理论中
的一个重要观点：文本是一个开
放结构，它的意义须由读者和评
论家去发现与引申，有的属于借
题创造，“六经注我”，不同的人就
能读出不同的书。

序言和评论的价值并不完全
取决于作序之书的价值，而是需要
评论者在评论对象当中看出什
么。如果是非常有成就的书，你要
把它的成就揭示出来；如果书里面
有某种可以深入研究的迹象，你要
能把它升华；如果说这些都没有，

你也能就这个“没有”提出些什
么。这时候，序言者、评论者的水
平和价值就完全显示出来了。

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经
提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普列
汉诺夫在评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则
认为：艺术不仅表现情感，也表现
思想，艺术的内容特征里面应该
有思想和情感。在普列汉诺夫的

《艺术论》出版中文版时，鲁迅先
生撰写了 1 万多字的长篇序言，
特别点出了普列汉诺夫这个发现
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序言和评
论的价值：如果你只读过托尔斯
泰的作品，没读过普列汉诺夫的
书，你也只能知道托尔斯泰的观
点。假使你对这两位的作品都没
有读过，从鲁迅的序言中你也可
以同时知道他们的观点。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论家无论
是写序也好，写书评也好，面对一
个对象，你能把其中带有规律性
的东西揭示出来，或者从中发现
对象中缺少的东西，价值都是非
常大的。

你有多高，你的书评就有多高

学者王向峰新作《辽河水润千章秀》出版

让书本理论在文艺现场的土壤上开花
本报记者 高 爽

辽宁大学教授王向峰新作《辽河水润千章秀——辽宁文艺作品序评三百
篇》近日由万象出版公司出版。这300余篇文章时间跨度40余年，是王向峰
教授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为辽沈地区作者的文艺作品写作的序评文章，皆
为助益同行、奖掖后学之作，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辽宁文学艺术创

作的一次概览。
王向峰教授在《思想才情自由驰骋的序跋之作——读林声同志的〈散穗夕拾〉》一文

中说，“一本书有了序跋，就如同王冠上镶嵌了宝石，节庆的门楣上挂上了彩灯；也像进博
物馆有了参观讲解人，到剧场看戏拿到了剧情介绍书。”读这部书，也就像在浏览一部40
年辽宁文艺简史。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王向峰教授，听这位40余年始终心系辽宁文艺发展的“在场
者”谈文艺、谈治学。

本报记者：这“三百篇”堪称巨
制了。辽沈文艺界似乎已经有了
一个“潜规则”，出版一部作品，最好
请向峰老师写序言，才算完满。您
为之作序的作品，并不都出自知名
学者，还有很多业余作者，甚至中小
学生。这种“有教无类”让人感慨，
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向峰：为什么要写序言，最
初是来自于上海复旦大学蒋孔阳
教授的启示，他给不少人写序言，
包括他的学生。蒋先生的夫人、
复旦大学语言学教授濮之珍跟我
说，孔阳说青年学者正在发展期，
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蒋先生
作序就是这个目的。一旦开了
头，找上门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几乎是“来者不拒”。不分职
业、年龄、名气、学术地位，只要他
们觉得我的序评对他们是有价值
的，我差不多都会答应。有的是

愿意写，有的是有责任要写，当然
也有的是不得不写。

本报记者：您的序言长短不
一，但仔细读过会发现都是用心
之作，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
力。与学术研究相比，作序对您
来说，是一种负担吗？

王向峰：可以称之为负担。每
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就是翻
阅式地阅读也得一两天。我对自
己的要求是所有作序之书必须仔
细读过，不读得细写不出来，写的
时候还得重读，不可能写的时候就
完全都在心里面了，用到哪个部分
还得去查。但也可以说是个甜蜜
的负担，感觉或许可以增强作者的
艺术自信心，也会对辽沈地区的文
艺发展有所助力。

本报记者：《辽河水润千章
秀》的书名如何得来？

王向峰：不论对我或是对这

本书，“辽河”二字都含有深义。
我出生在辽中县南部的一个叫
大岔的村庄，西有辽河，东有浑
河，皆距我家七华里。我在少年
时代都曾在两条河中泅渡过。
当年浑河在三叉河汇入辽河，辽
河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之河，生命
之流。不论何时何地，我都忘不
了我是辽宁人，是辽中人。在外
省读书时我每天都去阅报室看
辽宁的报纸，出国期间也要上网
看辽宁和沈阳的消息，如“胡马
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由此，我
对于辽宁的文学艺术也觉得是
文化同根，生命相系，真是特别
关注。我觉得辽宁的文化艺术
品都是从辽河流脉里涌动而生，
无不浸润着辽河的灵秀，也是我
文化灵感的资源，如平地注水，
其水就湿，所以书的正题叫作

《辽河水润千章秀》。

有的是愿意写，有的是有责任要写

本报记者：您治学的严谨和
勤奋是人所共知的，但您又不是
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您对
文艺现场始终是密切关注的。
很想听听您在书斋和“现场”之间
的故事。

王向峰：搞文艺批评的人必
须接触实际，必须到现场，想办法
主动地接近现时的文艺现象，再把
它们带回来进行研究。电影、电视
剧、文艺节目、流行小说，我都会
看。不光看非常经典、大家都说好
的，还会有意识地看一些有争议
的，或者有人认为比较糟的。能从

不怎么好的书和节目中看出它的
不好来，也是见水平的。

每写序言时，要从中找到
一些值得讨论的东西，就需要
把理论素养带到里面去，把从
书斋中得到的学理性的东西在
书的土壤上、画的土壤上、电视
剧的土壤上出苗开花。比如，
我 为 王 秀 杰 的 几 部 散 文 集 写
序，她的几篇山水游记写得非
常好，从中我意识到写山水不
能是模山范水，不仅把山啥样
水啥样告诉别人，必须自己得
进去，得像《后赤壁赋》《岳阳楼

记》《春江花月夜》这样写法，得
像屈原写《橘颂》，从一山一水
一个橘子中发现人应该怎样生
活、怎么成长。这个想法逐渐
强 烈 起 来 ，再 经 过 深 入 地 思
考，就形成了理论研究的新观
点。

本报记者：很多人都羡慕您
能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研究和创
作状态。王充闾先生给他的诗集
题名为《蘧庐吟草》，“蘧庐”一词
始出《庄子·天运》篇:“仁义，先王
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
处，觏而多责。”意为暂宿之处，同

时也是通向心性逍遥的驿站，您
赠充闾先生的诗中说“不负蘧庐
一宿缘”，那么在您的“蘧庐”里又
是怎样一个天地？

王向峰：我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绝大部分的
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写真正
有意义、有价值的文章，是很折
磨人的，佛禅作为“苦谛”之一的

“五蕴”中，有“想”和“识”，都是
标识思维之“苦”。我作诗作文，
包括写序评文章，常常惮于落
笔，反复思考，文章写完了，就像
一场感冒发烧退了一样。不断

这样循环，非常苦；但是文章写
出来以后，又觉得有一种“刺破
青天锷未残”的轻松畅快，真挺
幸福的。如何不负蘧庐一宿之
缘？我在给充闾的诗中有云：

“鲲鹏屡奋逍遥翼，不负蘧庐一
宿缘。”意在上句，那就是：学问
能不断积累，能够在理论和诗意
的天地里像鲲鹏一样御风飞扬，
无执，不住，心无挂碍，不知道的
尽量多知道一些，跟上时代的发
展变化，有感触能把它写出来，
能用自己的学有所获去帮助和
影响一些人，此愿足矣。

写完一篇序评就像一场感冒发烧退了一样，很苦也很畅快

本报记者：我会觉得，与学
术研究的“生产”过程相比，写
序言评论更像是一种“输出”，
为他人作嫁衣。

王向峰：绝不是一味地输
出。我在写序的过程中，甚至在
理论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认识：文学艺术现象
的评论，无论是序言也好、评论
也好，都是理论的发生地、生长
地。在文艺学领域，无论是中国
还是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
代，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很多经
典理论都出现在序言和评论里
边。没有一个理论家、评论家，
是坐在书房里硬生生创造出一
个理论的，都是研究以前的艺术
现象、当代的艺术现象，根据这
个提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合乎
规律的理论。

拿中国来说，想要读懂《周
易》，先要看《易传》。《易传》是对

《周易》的解释，本身就是序言和
评论性质的东西，一身兼二任。

《诗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权
威、最早的诗集，我们常常说的

“风雅颂赋比兴”，这“诗经六义”
的解释就在《毛诗序》的“大序”
里，可以说诗经文本呈现的意义
是诗“大序”发现的。翻开中国古
代文论的原著，80%是序和书
信。鲁迅的文艺思想，很多都在
他的序评和书信里面。

一部文艺作品的内涵，作
者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即使
是有意识地创造也不会直白地
表现。如果一位诗人要在诗里
解释自己说的是啥，这诗也就
不用写了。小说家，除非受到
攻击的时候，像司汤达的《红与
黑》受到攻击之后，才会出来辩
护。所以，一部文艺作品的内
涵，要靠评论者和读者来发现，
很多价值性的发现都是这样产
生的。从中也能看出评论的价
值、评论的创造性，以及对后来
的文学艺术发展的作用力。俄
罗 斯 作 家 冈 察 洛 夫 写 的 小 说

《奥勃洛摩夫》，杜勃罗留波夫
给他作评论，冈察洛夫看了评
论以后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写
的是什么。

一部文艺作品的内涵
要靠评论者和读者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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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水润千章秀》封面

王向峰教授在书斋中

决 胜 脱 贫 在 今 朝（上接第四版）
——靠的是无私奉献、忘我牺牲

的担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脱
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共产
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坚守初心、践行使
命。“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
理由不来？这是我的使命。”广西百色
扶贫干部黄文秀主动请缨回到家乡，
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30岁的年轻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退伍老兵
王新法千里扶贫、魂归大山，他在给妻
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我
还没有找到比共产主义更值得信仰的
信仰。”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阳基村扶
贫干部丁永华，即便生前多次被警告
血压过高，但他却说：“没有谁不惜命，
唯有共产党人不怕死”……7年多来，
280万扶贫干部奔赴战场，700多名扶
贫干部倒在冲锋路上，用生命兑现党
旗下的誓言。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
中，有大学教授、县委书记、县长，也有
乡镇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

官、乡村医生、退伍老兵……他们以自
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三）
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夺取

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历史性的任务
需要历史的自觉、历史的韧劲。

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井；胜
利在望未全功，仍需努力。越到紧要
关头、任务繁重，越容不得松口气、歇
歇脚。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兑现承诺
的底线须臾不可放松，脱贫质量更要
放在首位。脱真贫、真脱贫，一个

“真”字的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实”
字。从初期全面部署，到中期全面推
进，再到决胜期防滑坡、防松懈，防的
是厌战松劲的疲劳症，防的更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让脱贫

攻坚的成效真正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
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
等不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
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脱贫攻坚奔
小康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终究
要靠广大群众的辛勤奋斗和创造实
干 。 贫 穷 不 是 宿 命 ，苦 熬 不 如 苦
干。只要自强而不息、自立而不馁，
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就一定能依
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改
变自己的命运。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
在后头。”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我们既要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
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

一代干，才能以尺寸之力积千秋之功。

（四）
“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

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能量
如一轮朝日，已见东方既白，喷薄欲出。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85年前，革
命烈士方志敏这样展望一个可爱的中
国。躬逢盛世，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与
势；万里路遥，这是赋予我们的担与责。

我们坚信，“贫困的最后堡垒”必将
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彻底攻克。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中国人民怀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的勇气，向绝对贫困的堡垒发起
总攻。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的奋
斗实践，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无比坚定。

我们坚信，每个奋斗者的人生价
值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尽情展
现。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在脱贫攻
坚的壮阔历程中，有千千万万个你、
我、他的智慧和汗水，有无数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故事。越到最后越要
咬紧牙关，越要保持那么一股子敢闯
敢拼、甘于奉献的精气神，与祖国相
连、与大地相依，在脱贫攻坚中展现
奋斗的价值、书写精彩的人生。

我们坚信，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淬炼升华。
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不朽业绩，迎
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是庄严的
承诺，更是历史的召唤。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一个把人民至上
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的政党，一个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经过这场伟
大实践、伟大斗争的洗礼和磨砺，必

将焕发出更加刚健旺盛的生命力、无
坚不摧的战斗力。

我们坚信，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
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激越铿锵。
千年期盼终成现实，百年奋斗结出硕
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
坚战，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只要我们保持
战略定力，主动识变应变，就能够牢
牢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有效应
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拥有近14亿
人口的中国必将以更加奋发昂扬的
精神开启新的征程，拥有5000多年文
明史的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自信豪
迈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变的是内
心的执着和坚定。旌旗猎猎、击鼓催
征，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行动。
历史已经铸就，历史正在创造，历史将
铭记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与坚毅。行
动起来，胜利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