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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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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甜，女，生于1976年，四川人，1998年入伍。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多篇，出版小说集
《火车开过冬季》《毕业式》和长篇小说《同袍》。曾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四川省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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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天，家里来了客人，
妈妈尽地主之谊捣鼓了一大桌吃
的，席间也热情劝菜。当她用公筷给
一位老太太夹红烧牛肉时，老太太
赶紧用手挡住了碗，说：这个我不
要。妈妈本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
负责精神，一再向老太太宣传这道
菜的营养价值，对方仍然执著地说：
我不要。

面对妈妈疑惑的表情，老太太
慈祥地、微笑着告诉她：“我、信、
佛。”一字一顿，说的时候眼光明亮，
笑容仿佛绽开在云端，渗着悠远的
气质。

哦，原来是这样！妈妈理解了，
做错事般地把菜挪开，随口问了句：
那平时都是吃素啊？

老太太怔住了。这个问题如果
说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在座
都是熟人。老太太忽然眼神黯淡下
去，偃旗息鼓，老老实实地改口说：

“牛肉我咬不动。”
我当时差点把满嘴的饭粒儿给喷出来。
连最最普通的市民老太太，都会给自己的说辞贴

上闪闪佛金，希望卑微的形象能瞬间光芒四射，更别
说靠文字为生的写作者了。

一直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话是没有错的，
但大多数文字消费者的判断力总是太过肤浅，很草率
地给他并未读透的“文”与他并不了解的“人”之间画
上等号。写了情色，作家一定性观念太随便；写了中国
人的劣根性，这人一定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主；
写了世人深层欲望中的毒、揭了精神伤疤，这下更有
结论了：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黑……

这荒唐的评判标准造就了一批用文字来装扮自
己的人，他们抢先一步登上道德舞台的制高点，在粗
糙的背景上涂抹出夸张的明艳色彩，精心化上自以为
不会被人发现的“裸妆”，亮开歌喉开始假唱。

我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的审美是否属于低智商，其
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类似这种“演出”是否大行其道。
到现在，仍有一些作品热衷于描写程式化的小温暖、
小幸福、小感动，从小误会、小插曲中发现小美丽，“情
节很狗血，文字很鸡汤”，既没有社会批判的力度，又
缺乏理想主义的热情，读完永远让人感觉肉麻。究其
原因，作品所写的东西，原本就没有打动作家自己，只
是拿来当化妆品——啊，我多么善良！我多么博爱！我
养尊处优却能关怀底层人民！接下来就是“热爱温暖”
的批评家上场，把这出戏推向高潮并带头鼓掌。

不但如此，“温暖派”们还总是对“下手狠”的作家
表达不解，认为作品写得黑暗是出于心理阴暗。可他
们其实深知这世界冷酷的一面。朋友聊天时说到，他
们所认识的“温暖派”，在日常生活中谈及人性恶的负
面信息，往往比其他人了解更深、抱怨更多、挖苦更
狠，只是一落到文字上，就完全回避了，甚至会完全相
反地描写同一事件的“美好”。就好像文字是天然的粉
扑，一使用就自动掩盖雀斑。

当然，也不是说，一味把人往坏里写、狠里写
就一定是好作品，那种带着猎奇心态、奔着哗众取
宠目的而去的小说，任是谁也会讨厌。那毕竟是极
少数，且容易辨识——因为是另一种不真实，到达
另一个极端。

我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接近透明的敞亮，所
以每当自己面对稿纸时，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考验摆在
眼前：你能呈现多大程度的真实？就像矿工作业，在挖
掘内心的时候，我所能企及的层面将决定一部作品的
纯度。也许我还做不到大师手笔的、对人性的深度剖
析，但我告诉自己：不装，是一个底线。再小的素材，我
看到了，我想到了，就得用各种方式（哪怕是荒诞的、
变形的外观）尽可能地说出它内在的真实，不管热衷
粉饰的人会如何裁判它。

有句话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当
某人忙着假装时，他或许认为读者都是好骗的，再或
者，他把自己都骗过了，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告别圆
舞曲》中关于一对互不信任的夫妻的描述：

无论他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他始终怀疑她在怀
疑他。然而，既然骰子已经掷出，他就应该继续下去，
假装相信她是相信他的。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位不吃牛肉的老太太，我想到
一个问题：当她一字一顿地说到“我、信、佛”时，或许
那一刻，她把自己感动了。

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我是2012年初读到的，那是一部近
年来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元素的军旅长篇小
说，它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励志与成长，而其中却蕴含着一
种刚刚萌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质，这让我颇为兴奋。王甜后来
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解释道：这部小说应该是阐释两个世界的碰
撞与融合——一个是代表自然的、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属于精神
的世界；一个是代表后天的、严谨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属于物质
的世界。而集训，正象征着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锋的一场演
练。王甜的阐释过于学理化，但并不影响我对小说本身的喜爱，
而且我的喜爱并不在其所指的深度，而在其语言表达、细节描
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即所谓的文
学性层面。但今年年初，在细读了王甜的十几个中短篇之后我却
有些犹疑，感觉这十几个中短篇与长篇《同袍》似乎不在一个水
平线上，尤其是那些写故乡的作品。不刻意于故事与情节还好理
解，但连结构与思想内涵都不太讲究就让我有些迷惑了。

前几日读到陈家琪的《我们如何讲述过去？》一文，其中一段
话让我眼前一亮。陈先生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过这
样一句话：“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
中游荡。”这句话后来被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过去与
未来之间》予以强调和发挥：“过去”作为“珍宝”之所以沉默不
语，是因为它无法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也无法给我们的

“未来”提供“光芒”。我们必须和这些问题一起活着，与其达成一
种理解或和解，只有这样，心灵才能复归平静。王甜的中短篇小
说为何只是耐心地描摹与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国当下乡村
的现实景况不让我们忧虑吗？乡村的历史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
解当下吗？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王甜显然无法解决这样艰难而
重大的问题，与历史和现实和解，让自己的心灵在那些熟稔的故
乡人们的心灵深处游荡，或安抚乡人，或慰藉自己。难道这不是
王甜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智识与叙事策略吗？

我突然感到，王甜的小说已然向我敞开。

故乡的沉沦

王甜的小说有两个方面：军校生活和故乡“杨家湾”；而故乡
“杨家湾”是其主体。普通大学生活在王甜那里也是故乡的延伸，
或者一种成长的延续。这显然符合她的写作逻辑：“为自身阅历
的关系，还是从切近的地方捕捉题材。”

故乡对每一个游子或漂泊者都是无法忘怀的记忆，尤其是
作家，那里面的伤感与痛楚、温馨与亲情有如梦魇一般让他在无
数的黄昏与暗夜中咀嚼不尽，也让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们留下
了一大批杰作。歌颂与批判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是
他们生命诞生的所在与成长的摇篮，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离开了
多久，他们总归要回望，在回望中完成与故乡的和解，进而实现
他们心灵的安宁。在这时，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真理。对故乡的回
望确实需要生命的砥砺，或生活的磨难，否则便会有些轻薄，甚
至隔膜。好在王甜没有把自己完全地置于一个回望的立场上，用
她自己的话讲，“是从切近的地方捕捉题材”。对王甜而言，“切近
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与她同龄的人，是那些同龄人复杂的内心
世界，尤其是那幽暗深处的部分。王甜没有简单地选择歌颂或批
判，而是让自己的心灵和故乡的现实一起活着，以至达成了一种
理解，或和解。

《水英相亲》的故事本身是很难出彩的，但王甜却把出场的
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那么的熨帖，不论着墨多少，都那么丝丝入
扣，显示了她描写人物的功力。来自乡村的女大学生水英与县城
火葬场的小东之间的婚姻龃龉，表面上看是一种城乡的天然差
别，更深刻的则是心理上的一种碰撞。已经定了婚的小东到学校
看望水英，却因看到了前来凑热闹的校花吴艳霓而决定退婚，他
的心灵世界因吴艳霓的到来而被突然打开。王甜写道：“他其实
发现的不是一个吴艳霓，而是一种真相。”“生命原来是具有多向
比较性、多重选择性的，而他还没有取得比较与选择的权利时，
就被指定了一种存在模式——仅仅是模式还好点，具体到一个
人，一个名字，一种声音。不甘心哪。”这就是小东人性的觉醒。水
英要来静雯陪她相亲那天穿的蒲公英黄色的外套，站在宿舍的
阳台上，用一把红色的小剪子将它绞成一丝丝、一丁丁，它们像
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撒。水英当然不会迷信地认为那天如果穿
上这件蒲公英黄的外套相亲就会获得这份姻缘，她是用这一方
式来祭悼自己的心灵创伤与无法摆脱的命运。《声声慢》写的是
三姊妹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写老三水芹，写水芹的成长、无辜

与磨难。水芹的对头或仇敌是大姐水英，其实水英只是一个符
号，她所代表的是传统伦理与道德观念。严格地讲，水芹并没做
什么出格的事，只不过她长得比两个姐姐以及村里所有的女孩
都漂亮，而且她还知道如何消费自己的漂亮；尤其是她后来居然
跟同样漂亮的女人的公敌“二麻婆”“鬼混”到一起，这就更让水
英等无法忍受。水芹只能选择离家出走，而她真正委身的第一个
男人陈志军却没有接纳她。出卖身体似乎是每个由乡进城的女
人的必经之路，水芹也一样。然而，有了一些钱的水芹仍然需要
家庭与姊妹的温暖，二姐水芬虽然能够与她交流，但并不能真正
地理解她，那是一种心的隔膜。过年前夕，水芹在大家熟睡后完
成了对自己心灵与精神的“涅槃”，她依照老家的说法，将灶灰

“高高地举过头顶，闭上眼，手指慢慢地松开，尘灰簌簌下落，盖
了她一头一脸”。第二天一早，大家发现水芹走了，院墙朝外的一
面，贴满了全是零钱的人民币。水芹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完成
了屠家对脸面的执著与追求。

写普通校园生活的《罗北与姜滕》对人性阴暗丑陋的描摹与
揭露不但让我感到震撼，而且很难接受。我相信这篇小说一定有
生活原型，但与原型的对话表明了作家对生活与现实的态度。同
样来自乡村的女孩姜滕为了实现自己出国的理想而设计了一个
爱情圈套，让自己的男友与室友罗北谈恋爱，然后在罗北已经完
全进入爱情的幸福时刻，用一个虚构的残酷现实来打击罗北，并
在罗北陷入绝望的日子里对她进行各种心理测试。而罗北随后
对姜滕的报复——打电话告知校方及警察有人在外教宿舍卖淫
嫖娼，不但让姜滕失去了出国的机会，而且让她名誉扫地，精神
失常。罗北的报复虽然充满正义，但从人性的角度体味，似乎也
缺少应有的温度。面对恋人秦心伟的道歉，罗北的决绝如果还可
以理解的话，那她不再做好人了的决心则是她人性与精神的沉
沦。

同样写校园生活的《霍乱人事》虚构了一个霍乱事件，为大
学同寝室的女孩赵萌与牛心容之间的明争暗斗搭建了一个极具
表现力的平台。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她们的争斗仅仅是出于一种
女孩的虚荣心。赵萌对学生会主席帅哥乔智勇的“爱”完全是做
给牛心容看，乔智勇并不接受赵萌的“爱情”，但赵萌利用各种方
式制造出了他们相爱的假相。牛心容当然不甘拜下风，她偷偷给
领导打小报告，乔智勇的学生会主席被撤，以此栽赃给赵萌，让
乔智勇恨赵萌；之后又伪装与乔智勇好，将赵萌彻底击垮。一切
都因霍乱而起，一切又都因霍乱而消失。就这么简单吗？

王甜所回望的故乡，天地虽然广阔，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包括
青年一代，观念仍然陈腐，视野仍然狭隘，甚至连都市的现代性
反光都难觅踪影。故乡的晦暗之所以不被我们警觉，是因为她被
都市的现代性光芒遮蔽了。故乡就这样在与王甜的和解与对话
中沉沦了，我想，王甜和我们一样，都没有看到她的光芒与未来。

军校的搏击

从故乡中走出来的王甜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思想
与目光，这是一个充满着搏击与铁血的场域，这是一群充满着激
情与活力的青年，刚刚萌芽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他们的成长个性
张扬，即便是失败，也焕发着一种悲剧的力量。与21世纪初以来
军旅长篇小说注重讲述好看的故事相反，王甜颇受好评的《同
袍》没有故事，甚至连大情节也没有，有的是大量琐碎的细节，细
节成为长篇小说《同袍》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同袍》最重要的文
学性特征。读《同袍》你会清晰地感觉出，那些细节保有王甜的情
感与体温，那些细节对她而言有如撒满海滩的珍珠，闪烁着耀眼
的光泽，任凭王甜随意挑选。由此推论，王甜写作《同袍》不大可
能是突然产生的灵感的推动，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或人物的独特性所引发的。王甜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将大量的细
节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融会在一起，互为表里、互动交融，而且
之间含有一种张力，一种让你细细品味的意味。她的人物塑造也
是依靠细腻的心理刻画，因为故事与情节的匮乏，人物塑造无法
在通常的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进行，细腻的心理描摹成为王甜
小说的不二法门。

《同袍》是一部具有鲜明成长小说特征的作品，成长不仅仅
体现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心理。二十几位地方大学生被
安排到一个封闭的、枯燥乏味的集训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可
以想象，这样的环境与军训生活很难产生符合小说特征的素材；
然而，超乎我想象的是，王甜居然就将这么一个看似与小说无关
的东西写得波澜起伏、风生水起，甚至还能惊心动魄。王甜的小

说技巧，或想象的高超之处，在于她设置了一个真实生活中不曾
发生的末位淘汰制，这一设置将大学生们逼入了绝境；于是，被
逼入了绝境的大学生之间不得不展开一场残酷的“生”与“死”的
争夺战，本来应该是平静如水的集训队便成为了一个明争暗斗
的战场。王甜意识到了《同袍》不可能像那些富于传奇色彩与战
争残酷性的小说那样通过行动塑造人物，她只能是细腻地表现
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即便如此，《同袍》中诸如王远、肖遥、路漫
漫、三班长、连长等人物也都有了自己的面貌，而且完成了自己
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成长。尤其是王远、肖遥、路漫漫等，不仅完
成了自己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成长，并且在军训最后的科目演
习中迸发出英雄主义精神与人性的光芒，让我激动不已。

短篇小说《毕业式》在气质上最接近《同袍》。毕业式对苦读
4年的陆军指挥学院学员来说，几乎接近成人礼，更为重要的是,
它具有多个向度的象征意义，是被压抑的青春激情与活力的一
次总爆发，是个体思想与精神的一次狂欢。耿帅的“毕业式”是袭
击两次纠察过他的21号纠察和睡他的恋人小雅，他全身心投入
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与诺言，但生活的残酷让他只能收获一种
无奈。耿帅成功地将21号纠察扑倒并骑到了他的身上，可是，趴
在他身下的纠察却告饶说，别打了，再打就残废了，回家就不好
安排工作了。耿帅只能沮丧地跑掉。耿帅也成功地将小雅堵到她
的出租屋里，但小雅却自己主动脱下衣服，一边脱一边讲述自己
家庭的不幸，她只能将自己的青春签约给一个陌生的大叔，但在
这之前，她要把自己的爱情——第一次交付给耿帅。耿帅选择了
将在小雅胸前游曳的手抽回。与故乡的写作不同，王甜没有让耿
帅前功尽弃，伍世国的一番话凸显了耿帅的思想与精神——“这
种和尚日子，还不许人想想、过过嘴瘾？”“一屋的人，都怕了你
了，就你啥都认真……除了你，谁会相信那些没完没了的艳遇？
有几个人会真的去打纠察？”

《昔我往矣》是王甜为数不多的直面战争生活的作品，很精
致，但偶然和机巧的东西太多，丧失了一部分悲剧力量。不过，
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上仍然显示了王甜遒劲的笔力与独特的
视角。野战医院的护士南雁与警卫排长罗永明在战地医院相识
并相爱，但罗永明随后便在尖角山战役中牺牲了。一直呵护着
南雁的医疗队袁队长也在尖角山战役之后不久因踩中地雷牺牲
了，但袁队长在牺牲前却把自己丈夫所在师的副政委老俞和孩
子交付给了南雁。就在老俞将南雁安排到留守处时，受了重伤
的罗永明又被一个战士送到了野战医院。罗永明虽然被抢救过
来了，但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连南雁也不认识了。即便
如此，南雁仍然拒绝了老俞，一心照顾罗永明。其实，这个罗
永明是他的哥哥罗永亮，罗永亮在养伤的过程中爱上了南雁，
于是他便隐瞒了真相，最终与南雁结了婚。老俞早就探得了罗
永亮的真实身份，但始终没有揭穿他，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把一份填有罗永亮名字的《将士阵亡通知书》亲手交到“罗永
明”手中，并嘱咐他好好待她。几十年后，患上老年痴呆症的
罗永亮终于将真相告诉了南雁。王甜没有着意批判罗永亮的自
私，而是报以理解与宽容；但老俞的宽厚却给我们留下无法忘
怀的印象。

经验与思想

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完全依据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去写
作，对作家而言，想象力永远都在经验之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创作了那批“红色经典”的作家，之所以多数都是“一本书主义”，
除了文化的因素外，主要是囿于想象力的匮乏，他们把自己的经
历都写到了一本书之中，之后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延续了。王甜
在谈到《同袍》的时候也说，“在原始一稿里，我太专注于个人经
历，希望它像日记一样忠于自己曾经的集训岁月，从而否定了来
自实际生活以外的想象。‘忠实’束缚了虚构的翅膀，小说囿于狭
小的个体经验空间，无法纵身一跃。那又是一堂课——我告诉自
己，要‘真实’不要‘忠实’，要‘体验’而非‘经历’”。《同袍》就是这
一观念突破的结果。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思想深度的问题，长篇
小说当然需要思想，但还有其他元素发挥重要影响；中短篇小说
里若没有思想作为支撑，就很难产生震撼性的力量。王甜的中短
篇小说虽然着力于人物内心最幽暗之处，并屡有令人惊艳的掘
进，但思想力度的孱弱仍然影响了作品的质感与厚度。世界上有
影响的短篇小说大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思想家，甚至哲
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确乎源
于其对人类思想高度的拔擢和提升。

心灵在幽暗处游荡
□傅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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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西安曲江新区
打造、根据“武汉好人”方俊明为
救落水儿童导致高位截瘫的新
闻报道创作而成的话剧《明天》
日前在首都剧场演出。该剧由霍
秉全编剧，任鸣执导，赵季平出
任音乐总监，周一围、孙茜、王继
世主演。

现在写现实题材的话剧不
少，但是能提出问题，触动人心
灵的戏不多。话剧《明天》就是一
部拥有好故事、好立意、好人物
的作品。剧作讲述了一间病房里
先后住进两个病人，一个是见义
勇为光荣负伤的英雄何亮，一个
是瘫痪了 18 年、轻生自杀未遂
的关云年。可在何亮即将伤愈出
院时，却意外地发现关云年 18
年前致残的原因竟是自己儿时
的一次恶作剧。英雄和懦夫的角
色瞬间反转，面对如今关云年的
困境和这座城市即将给予自己
的荣耀，何亮的良心受到煎熬。
艺术的升华让这个故事直指人
性中的阴暗面，提出了尖锐拷
问：如果永远无人知晓也没人追
究，那你是否会承认自己多年前
的过错？句句责问都如同击打在
观众内心隐藏的记忆角落。

该剧自 2012 年首演以来，
先后应邀赴北京、辽宁、江西、广
西等地的 17 座城市进行巡演，
广受观众好评。这也是该剧继
2013 年登陆国家大剧院后第二
次受邀进京演出。

（徐 健）

本报讯 近日，第31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邀请赛颁奖典礼在
武汉大学举行。与往届一样，本届比赛分为创作组和朗诵组两部分。
诗赛以“词赋青春情，诗云中国梦”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
外众多高校学子的热情参与。创作组共收到来自232所高校2000余
件参赛作品，朗诵组收到83所高校585组选手报名。在创作组的竞争
中，武汉大学的张怡获得特等奖，华东师范大学的赵燕磊和北京大学
的安吾获得一等奖，另有9人获二等奖、20人获三等奖。朗诵组在颁
奖当晚进行决赛，共有 10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展示诗词的风采。武
汉大学的徐杨等凭借诗朗诵《少年》夺得了朗诵组一等奖。

据了解，“樱花诗赛”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于 1983 年发
起，现在逐渐发展为全国高校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创作交流平台。
诗赛评委之一、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称，“樱花诗赛”已成为
武汉大学的标志之一，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充满诗意。本届
樱花诗歌邀请赛由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办。

（温雅曼）

第31届“樱花诗赛”颁奖

本报讯 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德宏州委、德宏州人民政
府主办的《云南声音》——金小凤朋友家乡音乐会近日在北京保利剧
院举行。此台音乐会由“一滴水”、“水的记忆”、“水的情韵”、“水的礼
赞”和“水的梦境”五部分组成，通过傣、景颇、藏、佤、彝、哈尼、布朗、
摩梭、汉等民族曲目的演绎，展现各民族“水之声”的赞歌和欢乐的生
活情趣。

据介绍，此台音乐会在表演风格上强调自然、纯粹的音乐气质，展
现用心歌唱、用情演奏的原生态状态，力求传递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
代代相传的情感根基和气质。为突出“水”的主题，音乐会采用了云南
多民族近30种传统乐器，包括竹木乐器组配，带给听众美的享受。领
唱音乐会的金小凤是傣族女高音歌唱家，代表作品有《彩云南》《竹楼
小夜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月光下的凤尾竹》《串寨》《人们向往的
地方》《孔雀调》等。 （黎 华）

《云南声音》唱响“水的礼赞”

本报讯 2014年“梦之珠”清明诗会暨“渭塘
珠宝杯”华语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江苏举行，
此次活动以“幸福渭塘、清明姑苏、梦想中国”为主
题，上演了诗歌吟诵、音乐演奏、舞蹈、诗剧等文艺
节目，并发布了诗册《梦之珠》。张同吾、叶梅、范
小青、李小雨等评委及获奖诗人代表参加了活动。

大赛于去年 4 月初启动，面向海内外所有华

语诗人、诗歌爱好者征集原创的诗歌或散文诗，共
收到投稿近千封，最终，有 163 件作品获奖。其
中，史艳君的《大地锦衣》、邓诗鸿的《渭塘，散装的
旅程》、胡云昌的《渭塘珍珠：一首玲珑剔透的诗》
获得一等奖。组委会还将 63 篇获奖诗作收录编
辑成《梦之珠》诗册在颁奖典礼上发布，并向渭塘
镇部分社区、学校赠送了诗册。 （欣 闻）

本报讯 山东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
德发的《朱德发文集》
近日由山东人民出版
社出版。《朱德发文
集》共10卷、350余万
字，收录了作者 1982
至 2012 年期间出版
的专著及文学评论、
序跋等作品，包括《五
四文学初探》《茅盾前
期文学思想散论》《中
国五四文学史》《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
纲》《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

代中国文学》《穿越现代文学
多维时空》《现代文学史书写
的理论探索》等。

文集从整体上呈现了一
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
的探索与思考，对学生的谆
谆教诲，以及作者对文学艺
术、对真理进行无畏思考的
精神。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
说，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
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
方式和价值根基，具有一种
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
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
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
念，从骨子里体现出特立独
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
直不阿的学术人格。

（张丽军）

“渭塘珠宝杯”华语诗歌大赛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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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文学院日前组织 30 余位作家
赴渝东南彭水、酉阳两县进行文学采风活动。

采风团先抵达距离彭水县县城数十公里的岩
东乡。岩东乡岍山村是一个以苗族和土家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村落，作家们了解到，地处高山地带的
山村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旅游产业，使农民生活
有了明显改善，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乡，致力
于家乡的建设。除了岩东乡，作家们还深入苗家
山寨进行田野调查。从彭水县境内的万足镇、鹿
角镇和周家寨，再到酉阳的苍岭镇以及大山深处

的石泉古苗寨，村民们带来的原生态《土家山歌》
和《哭嫁歌》呈现出独特的山寨民风。鲜活的传统
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给作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采风期间，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还赴苗寨看
望作家。酉阳县委书记路伟和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文森也到采风团慰问。据重庆文学院院长邓毅
介绍，组织作家深入农村田野是重庆文学院常年
坚持的文学活动，他认为，只有深入基层贴近民
生，才能为“书写中国梦”打上坚实的底色。

（杨筱红）

重庆文学院组织作家深入农村

本报讯 第二届“乐游徐州”文学传播贡献奖
征评活动日前启动。此次活动由徐州市旅游局、
徐州市作协联合主办，徐州作家网和彭客网联合
承办。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评奖的对象为2013年
1月 1日后在海内外报刊社、出版社、网站上发表

（出版）的，以徐州旅游（含各县、市、区）为描写抒

情对象的各类原创文学作品（含外文作品）。活动
将评出特别贡献奖 1 名，奖金 10000 元；贡献奖 3
名，奖金 5000 元；特别奖 5 名，奖金 3000 元；优秀
奖和网络人气奖各10名，奖金1000元。获奖结果
将于今年年底揭晓。

（欣 闻）

“乐游徐州”文学传播贡献奖评奖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