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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凭借评论专著《中国当代小
说八论》摘得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这是本届鲁迅文学奖东北地区唯一的获奖作品。

“我以审美的目光来审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聚焦的大多是中国第一流的一线作家，他们是当代中国
文学的高山大河。”接受记者采访，张学昕为自己的这部获奖作品做了简洁的诠释。

屋顶铺满苇草，四周柱子上
缠满草绳子……屋里有3个“新乐
先民”围坐在篝火旁，沈阳新乐遗
址博物馆展位颇具特色，是根据
新乐遗址出土房址而仿建的，参
观者沉浸在“原始风”里。8月26
日，“2022东北亚文化旅游创意博
览会”在沈阳举行，新乐遗址博物
馆展位在此亮相。

展会现场，记者看见一名小
学生在视频区，看着视频里的石
磨盘、石磨棒问身边的老师，这是
干什么用的？“你看，这个磨盘的
形状是一块前后端修整为圆弧状
的扁平长板，磨棒像一根擀面杖，
它们是用来给谷子脱皮的工具。”
新乐遗址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陈俏
蕾一边讲解一边演示。

视频里石磨盘、石磨棒旁边

放着出土的炭化榛子、橡子、山里
红等果壳和果仁，它们是因为被火
烧过炭化保存下来的。从这些出土
的文物看，渔猎和采集是新乐人生

存的基本来源。陈俏蕾说，除了大
的石器，还有细小石器，比如石
叶，把这种极薄的小石叶镶嵌在
木或骨质的柄上，用来切割肉类

或者刮鱼鳞。新乐遗址出土的打
制石器制作种类呈现了多样化。
还有敲砸器和砍砸器，它们出土
的时候周边敲砸和砍砸的痕迹非
常明显。这些石器的原料采用的
是河卵石，用途相当于我们现在
使用的锤子和斧子。

为了让参观者如身临其境般
体验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此次
展出还搭建了原始人互动打卡
区，参观者可在此拍照打卡留
念。记者看见一群年轻人打卡留
念后，又一起观看现场播放的烧
陶视频。

7000多年前新乐人是怎么烧
陶的？视频讲解说，当时制作陶
器的方法叫作泥条盘筑法。就是
先将泥条搓好，盘出一个蚊香一
样的底盘做陶罐的底，再搓其他

泥条沿着底往上盘，盘出罐子以
后，再用工具压上花纹，最后送到
陶窑里去烧制，经过800摄氏度以
上的温度就烧制而成了。

“深腹罐是新乐文化筒形罐
陶器的主要代表。陶器表面多通
体饰有纹饰，这种陶器罐身上有
比较明显的压印‘之’字纹带。陶
器还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分工及社
会层级，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开
始进入定居的生活。”陈俏蕾对参
观者说。

现场一位研究新乐文化的专
家对记者说，新乐遗址的发现将
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
到 7000 多年前，同时也为东北地
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
学依据，填补了辽河下游地区早
期人类活动的空白。

体验7000年前新乐人如何制陶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为期一个半月的“人·境——
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展，8 月 27
日正式在辽宁省博物馆推出。虽
然辽博以收藏古代书画见长，但为
了给观众呈现最精彩的以“园林宅
邸”为主题的展览，辽博特从故宫
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国内知名文
博单位外借多件珍贵古代绘画作
品，这一数量占到整个展品近半数
比例。

展品从宋代延续到清代
部分为海内孤品

闲适、雅静，步入展厅还未赏
画，观众就被展厅内竹石小窗、亭
台楼榭等充满着浓郁江南风格的
微缩景观吸引。位于一号展厅内
的“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
趣”展览将持续到10月16日。

在为期一个半月的展览中，观
众可以欣赏到70余件珍贵的精品
古代绘画作品。这其中，有辽宁省

博物馆自藏的包括元代赵雍和张
渥合作的《竹西草堂图》、清代石涛
的《古木垂阴图》等39件藏品，还有
32件来自国内知名文博单位的古
代绘画作品。展览中，国家一级文
物数量占到半数以上，其中部分为
海内孤品。

此次展览聚焦的是中国古代
绘画中“园林宅邸”这一主题。园
林宅邸变成中国古代绘画主题
的传统可以上溯至隋唐时期，当
时的画家将园林画从人物画中
分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绘
画主题。这一情形至明代达到
了顶峰，一些造园家同时也是画
家，他们在造园的同时也将与园
林和宅邸有关的所见所感呈现在
画纸上。

此次展览一共设置四大部分，
即“林泉之心”“雅游适意”“壶中天
地”“诗画映景”，作品从宋代一直
延续到清代，横跨几百年。

在这70余件藏品里，既有南宋

马远的《月下把杯图》、明代沈周的
《东庄图》、明代唐寅的《悟阳子养
性图》、明代文徵明的《漪兰竹石
图》等知名画家作品，又有南宋

《玉楼春思图》《江亭揽胜图》《秋
葵犬蝶图》等佚名作者构思精巧
的作品。

国家一级文物近20年
首次外借展出

此次“人·境——古代文人的
园中雅趣”展中，辽宁省博物馆32件
外借的藏品不论是艺术价值、历史
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可圈可点。

据悉，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龚
贤《湖滨草阁图》、恽寿平《鱼藻
图》、清华喦《临镜图》等几件一级
文物原件仅展出20天。值得一提
的是，镇江博物馆收藏的明代谢环

《杏园雅集图》，是近20年来首次外
借进行展览。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杏园雅

集图》是明代画家谢环运用现实主
义创作手法，采取散点透视的方
式，用画笔再现明代文人宴乐、聚
会场景的一幅作品。与一般古代
画作不同，《杏园雅集图》里的人物
均为真实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是明
代官员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画
家谢环也出现在了画作中。古代
文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家具、物品
等也真实地在作品中呈现，这给后
世学者研究和还原明代文人生活
提供了佐证。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沈周
《东庄图》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东庄图》原作一共有24幅，但到了
明朝末年只剩下 21 幅。《东庄图》
描绘的是沈周老师吴宽的宅邸和
园林景色，以及吴宽和友人雅集
聚会的场景。《东庄图》对后世文
人和画家的园林绘画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文徵明、张宏等绘画作品
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沈周《东庄
图》的影子。

辽博新推展览主打“园林宅邸”

在70余件绘画中领略古人“花式”造园
本报记者 朱忠鹤

作为文学评论家，张学昕界
定自己为“文学的忠实的职业的
读者”。“我以审美的目光来审视
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在《中国当
代小说八论》中聚焦的都是中国
一流的一线作家。他们的写作及
其文本存在形态，代表着中国当
代文学的景观和创作格局。而
我，要有对作家及作品的一个判

断评论，就是这个文学是如何表
现时代、社会和人性的，发掘其在
这几个层面上所能抵达的深度、
厚度和力度。”张学昕这样表述自
己肩负的文学评论的责任。

张学昕进一步阐述说，如何
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历时性”

“共时性”的“深描”，呈示其原初
真实的状态、水平和价值，是评论

家、文学史家共同的责任。
在张学昕看来，文学评论追

踪研究优秀作家、作品如何走向
“经典”，在第一层面就是要更早
地对作家、文本进行“预判”。评
论家第一时间面对作品的时候，
需要进行大胆的“淘洗”“排雷”或

“清扫”，再经过第二层面“文学
史”写作的丰富、完善、修正，甚至

更改，当然，其中还涉及文学与现
实、时代的审美关系的展示，优秀
作家、作品才会成为跨越时代的

“经典”。
文学评论家要在复杂的历史

空间和现实维度里，去不断在作
品中、在文学视阈下找寻、发掘那
些可以被定义为“经典”的美学元
素和可能性。

对于自己文学评论未来的聚
焦点，张学昕说他会继续关注那些
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也会关注
正处于上升期、发展期、有着写作潜
质的年轻作家。

他告诉记者，他刚刚写完《东
西论》《叶弥论》，已交《钟山》杂志待
发。他的“作家论”“作品论”会一直
做下去。

第一时间对作品大胆“淘洗”

事情由一个逗号而起。8月17日，《小说月刊》杂
志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个通知，全文如下：

各位作家朋友，自今日起，向《小说月刊》投稿
者，请在作品涉及到对话处，自行使用冒号、双引
号，例如：他说：“你好，什么时候到的？”，否则作品
一律不予采用！敬请知情！

讽刺的是，这则请作家用好标点符号的通知
本身却多了一个逗号。由此可见，用错标点是多
么常见的一件事。

这条新闻能上热搜，会不会有人觉得有些大
题小做了？想必会的。我就曾与家里准备考大学
的孩子有过这样的争执。用错的标点在她的作文
中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地方分不清是逗号还是句号，
通通是一个黑点。问之，则曰：“老师说标点符号错
了不扣分。”但我还是会要求她必须认真对待标点，
各种潦草的、似是而非的标点，即使不扣分，但一定
会影响阅卷人的情绪，扣点印象分完全可能。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标点真那么无足轻重
吗？的确，与文章的主题、立意、逻辑与遣词造句
比起来，标点符号的使用实在是太小的一件事，大
多数时候也不会影响对文章的理解。但如果没有
标点会怎样呢？

我国古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也有人
研究说一些古书中发现了类似标点的符号，只是没
有统一的规范），但有“句读”一说，也就是在阅读时区
分句子的间隔，近似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韩愈的

《师说》中就有一句“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
焉”，本意是说应该更重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向老师请
教，而不是只纠结于如何断句，但反过来也证明了“句读”
在古代读书人那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比如“下雨
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清代诗人赵恬养依靠不同断
句给出了7种解释。还有个故事，一位书法家给
一个高官写了张条幅，抄录王之涣的《凉州
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
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可一个不小心，
漏写了一个“间”字。高官震怒，欲杀之，一个机智
的幕僚说：“这是一首新词，应该这样读：‘黄河远
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一场危机由此化解。当然还有
一个更有名的公案，就是秦桧杀岳飞所用的理由

“莫须有”，意思是“或者有吧”；可有研究者认为应
该断为“莫，须有”，结合上下文可译为“怎样会没
有呢，一定有”，一个逗号，让意思完全不同了。

上述故事中，无论是笑谈还是严肃的学术研
究，句读都是主角。到了近代，标点符号的出现与
逐渐规范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无论是对古文的
点校还是推动白话文的发展，都功不可没。以《小说
月刊》所举的冒号、双引号为例，严格的规定不是死
板，而是让编辑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意思，同时也不给
校对人员找麻烦。我也读过很多作家的文章，有意识
地不区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这是一种写作风格的
追求，好坏暂且不论。但对于一般的应用文写作，还
是规范为好，这也是对文字的一种敬畏。

当然，也必须承认，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人
对标点符号的使用越来越轻视了，这与他们在文
字表达上的随意是同时存在的。文字是为了表达
思想，只要意思让人读懂就可以了，用错标点又如
何？这个说法有可以理解之处，但并不希望它由此
成为潮流，甚至有一天导致标点符号体系的彻底沦
陷。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不识“句读”的时代吧？

用好标点
是对文字的敬畏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根据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相关工作安
排，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于8月至12月在全省
组织开展“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优秀电视剧展播
活动。此次展播将荟萃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出的50部优秀电视剧作品，其中优秀电视
剧展播剧目10部、优秀电视剧重播剧目40部。

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有《山河锦绣》《人民的
脊梁》《硬核时代》《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大考》

《重中之重》《运河边的人们》《北上》《从这里开始》。
优秀电视剧重播剧目有《高山清渠》《大山的女儿》

《狮子山下的故事》《警察荣誉》《人世间》《超越》《问
天》《埃博拉前线》《和平之舟》《功勋》等。此次展播
活动题材多元覆盖，内容不落俗套，生动展现新时代
伟大成就，唱响新时代奋进凯歌，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据悉，展播期间，省、
市广播电视台将根据情况进行排播。

我省开展优秀电视剧
展播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月27日，辽宁
省图书馆举办“聊影说书”电影读书讲座，请阅读
推广人常啸与读者共同赏析电影《长津湖之水门
桥》，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始末，弘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
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志愿军七连
战士在完成了新兴里和下碣隅里的战斗任务后，
在水门桥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影片生动
地展现了志愿军战士们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英勇
无畏的英雄气概，主讲人常啸的解读，更是让人们
深刻地感受到没有革命英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记者了解到，省图影音欣
赏室在9月每周一、四下午安排了“聊影说书”电影
读书讲座活动，读者可欣赏《泉水叮咚》《花儿怒放》

《难忘中学时光》《祖国的花朵》《让我们荡起双桨》
《苗苗》等经典电影。同时，影音欣赏室在9月每周
二、五下午还安排主题音乐欣赏活动，由阅读推广
人谭传志、屈芳为读者讲解“中国古琴名家名曲赏
析”，以及讲解《梅花三弄》《阳关三叠》《汉宫秋月》

《洞庭秋思》等曲目。

省图推出“聊影说书”
解读经典

现场 XIANCHANG

我省张学昕获鲁迅文学奖

从评论视角关注新时代文学新气象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当代小说八论》是 8 篇“作家论”
的结集，这些首发于《钟山》杂志
的文论，是关于莫言、贾平凹、阿
来、格非、迟子建、苏童、麦家、余
华8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专论。

面对这些持续写作 30 年以
上至今仍在勤奋笔耕的作家，张
学昕以多个文本个案见微知著，
展开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分析
和艺术阐释，达成了对当代文学

形态、特征的整体性阐释。
张学昕在《贾平凹论》中提出，

贾平凹的叙事雄心就是要写出一
部秦岭的“百年孤独”，要写出世纪
秦岭的“世说新语”。归结起来说，
贾平凹的“世纪写作”是文学叙述层
面上美学的延展，是仰望历史和民
族、仰望中华龙脉的写作。

张学昕的文学评论成果成名
于对作家苏童的研究，在他的《苏
童论》中对苏童的文学创作做了深

刻的阐释。在他看来，虽然我们不
断地张扬所谓的现代性，以为它已
经赋予人类生活以现代感和忧患
意识，赋予生存以更充分的精神积
淀，但是，我们仍需要通过对人的
内在的反思性力量，超越表象，去
理解人、理解历史和事物的本质。
这些，对于文学叙述而言，苏童的
创作无疑是一条美学的途径。

这篇获奖作品的各篇文论均
以整体性视角统观各作家几十年

的文学历程，立足于作家们的写
作发生和各自的地理版图，对其各
自独特的叙事形态、美学面貌和精
神气度进行了宏阔的概括，阐释了
他们作品的独特美学意义和重要
文学价值。同时，张学昕也在思考
8位作家的写作及其作品与时代、
社会、民族的聚合，深入人性史、灵
魂史、精神史中最深切的部分，阐
释出作家及作品对整个社会与人
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注。

“八论”聚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作为辽宁籍的文学评论家，辽
宁文学一直是张学昕的关注点。

张学昕说，他 20 多年前就是
《当代作家评论》的忠实作者。除
聚焦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
外，他也写过一些辽宁优秀作家
及散文家像孙春平、李铁、于晓
威、高晖、刘庆的评论文章和专
辑。这些文论曾发表在包括《当
代作家评论》在内的国内重要文
学杂志上。

近几年，沈阳的三位年轻作

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也引起张
学昕的关注。在张学昕看来，这
几位年轻作家给辽宁文学、给东
北文学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国内
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上说，我对辽宁文学的
未来抱有很大信心，像马晓丽、陈昌
平、素素、津子围、老藤、张颖等都是
在国内早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和散文
家，今后我会更加关注辽宁作家，为
辽宁文学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张学昕表示。

在省作协主席滕贞甫看来，
张学昕这次获奖就是辽宁文学的
重要收获，对辽宁文学评论界也
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滕贞甫说，
作为辽宁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
物，他的评论语言奇崛，充满诗性
哲思，影响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
他已经3次入围鲁迅文学奖，这次
获奖是实至名归。

对于张学昕的获奖，沈阳师
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
所长贺绍俊分析，张学昕是一位

身处文学现场的学者，又是一位
具有学术见识的文学批评家，他
将学者与文学批评家二者的职责
和功能融于一体，因此他的评论
文章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充满着
真知灼见。他的获奖著作《中国
当代小说八论》充分体现了这一
特点。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中国
当代小说八论》是张学昕对当下
中国8位重要小说家的评论，显示
了他独到的文学眼光和学术水

准，获奖在意料之中。张学昕的
获奖，将进一步增强辽宁文学评
论的自信，进一步提升辽宁文学
评论的整体水平。

辽宁文学一直是关注点

链接：鲁迅文学奖由中
国作家协会主办，创立于
1986 年，与茅盾文学奖一
样，被誉为中国具有最高荣
誉的国家级文学奖，每四年
评选一次。

清代 吕焕成《春夜宴桃李
园图》。 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展会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展位。

张学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