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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11月21日上午，由省作协和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一场文学作品研讨会
在北京、沈阳两地同时连线召开，会议的主角是“金芦苇”重点作品两卷本《新
时代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卷》，热议的焦点是文学辽军的长篇小说创作，潘凯
雄、白烨、程光炜、孟繁华、贺绍俊、张陵、彭学明、梁鸿鹰、程绍武等十余位国内

著名评论家共同把脉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探讨如何更好地用“辽字号”文学精品讲好中
国故事、辽宁故事。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11 月
18日，旅顺博物馆“流动博物馆”走进
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为在校大学
生带来了一场“手绘团扇”体验活动，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中国传统
工艺走进了年轻人的学习生活。

羽扇、团扇、折扇，这些材质多
样、形态万千的扇子既是百姓纳凉消
暑的工具，也是文人墨客之间的雅
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其中，团扇又被称为“纨扇”“罗
扇”或“宫扇”，自古便有文人雅士在
扇面上彩绘或绣制图案，用以寄托志

趣。活动现场，旅顺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向同学们展示了历史上出现的不
同形制、功能与材质的扇子，并为同
学们挑选了“喜鹊登梅”传统吉祥纹
样，演示起稿及上色过程，细心讲解
如何使用基础工具进行描摹、刻画，
如何参考案例进行点缀，如何利用光
影来完善喜鹊的羽毛，以及梅花花瓣
的明暗。同学们认真听讲，细心描
绘，纷纷拿起自己的手绘团扇，于细
微之处，观察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精
美，感受传统文化中优雅、含蓄、静谧
的审美意境。

旅顺“流动博物馆”开进校园
演示手绘团扇

11 月 20 日，“中国文学盛典·鲁
迅文学奖之夜”举行。这是新时代中
国文学第一次以盛典的形式通过直
播在公众面前亮相，网络反响强烈，
让人耳目一新。

预告消息一出来，就对这场盛典
充满期待。预告海报用的是获奖作家
处在C位的照片，预示着这必将是一
场将文学和作家置于崇高位置的盛
宴。全程看下来，既有感动，也有感
触。感动在于看到了文学的力量，看
到了文学的“破圈”传播，看到了一大
批优秀的中国作家正在用卓越的作品
呈现中国大地的历史与现实、梦想和
荣光，也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
文学的敬畏、对作家的褒奖。感触则
在于，作为中国最高文学奖，有着36年
历史的鲁迅文学奖正以一种全新的姿
态面对读者、面对新时代。

首先，这种全新的姿态体现在盛
典全程强烈的仪式感上，无论是颁奖
环节的获奖名单发布，还是获奖者发
表感言的环节都非常庄严隆重。仪
式感会更加凸显奖项的含金量，令获
奖者感受到光荣与振奋，让所有从业
者与有荣焉。同时，也向全社会再次
彰显了文学的力量。

其次，盛典体现出强烈的时尚
感。前文所说的预告海报上，作家的
照片拍得很像明星照，这些习惯于隐
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有着一张张令人
记忆深刻的脸，眉眼间、皱纹里的书卷气
和沧桑感，让作家群体的形象立体时尚起
来。时尚感还体现在盛宴采用的直播形
式。鲁迅文学奖是严肃文学的最高奖项
之一，相比于数量更多的网络文学读者，它
每一届的奖项揭晓，在网络上引起的反响
并不强烈，多少有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落寞，同时又有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矜
持。而这一次，颁奖盛典主动拥抱网络，有
种期待“破圈”的主动和自觉，这是一个非
常可喜的变化，会撬动年轻人对盛典、对文
学的关注和参与，拉近年轻人与中国文学
的对话和距离。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所说，盛典会“更好地推动优
秀文学作品在全社会的传播，让文学在数
字化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姿态”。

最后，最令笔者感到兴奋之处，
就是盛典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学的年
轻态。从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
家名单中，可以看到多个青年作家和
评论家的名字。其中，中篇小说奖获
得者索南才让的获奖感言感动了众多
网友。作为一名来自青海的牧民，索
南才让凭借“鼓荡着慷慨凛冽的青春
激情”的小说《荒原上》获奖。他在发
言中说，“很多年前，当我过早地离开
了学校，在漫长的放牧时光中开始阅
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自己会从事
文学创作；很多年后，当我跌跌撞撞地
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
天我会站在这里……感恩我的草原，
我想用我的笔书写草原的辽阔与深
邃，以及草原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人
们。”索南才让带着他的草原而来，而
跟他一样的众多年轻作家同样在向着
广阔的时代生活深处掘进，彰显出中
国文学的年轻力量。

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发挥着
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可以视为文
化发展的风向标。拥有崭新传播形
式与形象的鲁迅文学奖盛典以及它
所产生的“破圈”效应，证明新时代的
中国文学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以自信自强的形象，贡献着澎湃昂
扬的文学力量。

让作家站C位是对文学的尊崇
高 爽

《新时代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卷》研讨会回望“金芦苇”工程五年

文学辽军：从“高原”迈向“高峰”
本报记者 赵乃林

“金芦苇”是省作协2017年起为
辽宁长篇小说创作推出的一项扶持工
程，至今实施5年，已推出十余部优秀
作品。近年来，辽宁作家长篇小说创
作强势崛起，从《寻找张展》《乌兰牧骑
的孩子》，到《铜行里》《桦皮船》等作品
的不断推出，印证了文学辽军不俗的
创作能力和创作活力。此次，看过这
部烙印着鲜明“辽宁印记”的《新时代
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卷》，评论家们
一致认为，这些作品是辽宁文学创作
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
长、教授杨庆祥看来，长篇小说是当
代文学的“重工业”，决定了一个时
代的文学高度和成就。看过选本，
他的突出感受是这些作品写土地，但
写得不土气。东北其实一直是思想、
文艺、美学的一个先锋地，作家的写
作叙述方式非常多元，具有先锋性和
个人魅力，这是非常难得的。中国作

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这些
作品都十分注重并牢牢抓住了辽宁
或者说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独特资源
进行深耕，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
史进程和东北的抗战历史等。他认
为，作家们能够将这些独特的文学资
源和自己独特的艺术禀赋结合，这是
辽宁文学创作形成其自身特色或者
优势的重要原因。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辽宁文学
界始终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焦虑”，那
就是优秀长篇小说的匮乏。研讨会上，
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忆起
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他们策划了一个

“聚焦作家群”的栏目，“这次看到选本，
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做这事，辽宁就是
不能忽视的一极。”

为寻求突破，省作协开始实施
“金芦苇”重点作品扶持工程，至今已
先后推出《寻找张展》《唇典》《十月的土
地》《王的背影》《锦西卫》《一个人的灯

火》《繁花似锦》《硝烟散尽》《锦绣》《乌
兰牧骑的孩子》和《大地芳菲》11部优秀
长篇作品，极大地补齐了我省长篇小说
创作的短板。此次，省作协和春风文艺
出版社精选的20部2014年以来我省作家
荣获国家级文学奖项的作品，以及入选中
国作协各类扶持项目且已发表或出版的
作品，节选部分章节编辑出版，是新时
代辽宁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透过这个选本，潘凯雄说，进入
选本的作家包括50后到80后不同年
龄阶段，既有男作家又有女作家，这
样的年龄和性别结构说明辽宁的作
家还保有旺盛的创作活性，具有合理
的梯次结构。就具体文本而言，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
光炜认为，这些作品是辽宁作家在长
篇小说领域取得重要收获的一次集
结，展现了文学辽军的创作实绩与时
代风采。书中既有经过时间积淀而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精品，

也有热切地深入东北振兴前沿书写
新时代气象的新篇，体现了辽宁作家
在题材方面的多向度开掘，展现了浓
厚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为人民抒写、为
时代塑像的自觉担当。这些作品呈
现出多元的创作风格，有的稳健老
到，有的细腻精致，有的将散文笔法
与小说技巧有机融合，证实了文学辽
军的不俗实力。文艺报总编辑梁鸿
鹰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
著的现实，就是辽宁的文学创作、人
才队伍的成长、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步的文学振兴，
已经在全国形成了非常大的声势，产
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依
旧在不断地扩大。

长篇小说创作强势崛起

打开《新时代文学作品集·长篇
小说卷》，让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丛治辰最感意外的是第一眼看到的

“东莞”两个字。他说：“我觉得这种
偶然非常好，就是辽宁作家的呈现有
极大的视野，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
东莞的四季如夏，有极大的空间跨
度，这表现了辽宁作家的气派和胸
怀，将东北人的故事延展到全国。”

这个选本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意外的是，原以
为辽宁这几年的优秀长篇小说自己
都看过，结果发现仅选入书中作品就
有半数陌生。读后，他认为，其中一
些现实题材作品放在全国看也很突
出。“辽宁是文学大省，但还不是文学

强省，现在，这个选本以丰厚的成果
告诉人们，辽宁的作家一直在努力，
辽宁的出版人也一直在努力，这种强
强联合正是文学大省走向文学强省
的强烈信号。”白烨说。

在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
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看来，辽宁作
家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具有优良的
传统，也具有广泛的基础。在“金芦
苇”推动下掀起的辽宁长篇小说创作
高潮，证实了辽宁作家的创作实力，
其实这部书并非辽宁长篇小说创作
的全部，还有许多优秀作品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他认为，实现由文学大省
向文学强省的飞跃，由文学“高原”走
向文学“高峰”的质的突破，依然是摆

在辽宁作家面前的艰巨任务，而这一
任务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将由现实主
义题材创作来完成。

文学创作永远在路上。新时代
文学辽军又该如何拓宽文学道路，展
现文学力量？专家学者们认为，辽沈
大地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长篇小
说创作接下来可以把握多个题材方
向。比如，抗战题材，14年抗战历程
的前6年主要发生在东北这片土地；
老工业基地题材，这里的国企改革也
是走在前列的；辽宁是我国拿奥运金
牌较多的省份，但不管是辽宁还是东
北，乃至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反映
体育题材的作品还很少；少数民族风
情题材，这里的满族、朝鲜族等都有

浓郁的民族特色；移民题材，这里的
很多居民都是从山东移民过来的，可
挖掘太多的“闯关东”故事。专家们
还指出，辽宁乡土叙述强于城市叙
述，东北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建设也是
值得瞩目的，还有待作家们继续挖
掘；叙述方式要推陈出新，话语表达
的幽默感、喜感都应有所展现；年轻
一代的作家尚未充分地登上舞台，希
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青春面孔。

时光不怠，文学常青，跋涉中的
文学辽军需要燃灯者、引领者和推动
者，“我们期待和省作协一起建设长
篇小说扶持工程，打造更多的‘辽字
号’文学精品。”春风文艺出版社社
长、总编辑单瑛琪表示。

为深挖辽宁文学富矿“燃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