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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临门一脚
□张燕玲

毕亮，生于湖南安乡县，现居深圳。短篇小说集《在深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3年卷。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
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杨争光文学与影视艺术工作室成员，曾获2008年
度长江文艺文学奖、第十届（2010年度）作品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有小说改编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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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足球，却有多次独自半夜起身追看世界杯之类的糗

事，让自己平庸的生活沾点喜气，攒点活力，似懂非懂地跟着激
动不已，尤其期待酷哥们的临门一脚，张力无限。因为，进球的
就是英雄；而更多是看到准备临门一脚时球却突然被截的大呼
小叫，虽然临场没有国足，但球赛瞬间的临门一脚还是激发起
我的快乐。毕亮的短篇小说集《在深圳》近日入选2013年“21世
纪文学之星丛书”，为他高兴的同时，便把没读过的其他作品一
篇篇读下来，仿佛观看了一场场足球赛事。因为在毕亮对文学

“深圳”的书写中，我不仅感受到他对打工者“在深圳”的困惑、
焦虑、希望和绝望的深切理解与悲悯，还每每感受到他叙述时
临门一脚的艺术张力。张力来自他写出来的部分和隐藏的部
分，尤其后者，常常用充满隐喻和暗示的有心无心的一两句对
话，或某个似是而非的细节，一如临门一脚，小说顿时别有洞
天，意味深长。而我特别看重短篇小说创作那临门的一脚，它不
仅是神来之笔揭示了故事，令人震动，还使小说因另有细节而
富有意义。

失败者的悲情与尊严

“在深圳”或说文学的“深圳”，应该是毕亮对当下文学的一
个独特贡献，因为“在深圳”几乎成了 1990 年代以来南下打工
者“淘金梦”的代名词，它精当概括了人物的深圳之所在：在深
圳的物质状态，在深圳的精神状态。《在深圳》22个短篇几乎包
含了毕亮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和“失败者”系列，作品满含深
情地书写了一个个“在深圳”的故事：那些追寻“为人生翻盘的
机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打工者，他们没能朝他们预想的
方向前行的日子，以及他们难以纯粹性成长的精神生活，对亲
情和个人尊严的强烈渴望，他们的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尤
其那些为生存困境铤而走险而烂掉了的生活：在阳光下行走却
无法摆脱生存困境，无奈选择黑夜的谋生行当，偷盗、抢劫、贩
毒、凶杀、卖淫等等，他们是被生活一点一点击垮的失败者。《在
深圳》在整体上表现了一种对弱势人群或小人物的命运无法割
舍的情感，充满着同情的理解、悲情与悲悯。《城中村》为妻子换
肾、女儿去胎记走投无路而盗窃的男人，在深圳害了“职业病”
一一死去却不明真相和权益的马红旗们，被誉为成功塑造了

“民工版孔乙己”形象的《外乡父子》，“消失”了生活梦想与激情
的房东中年男人等等，他们虽各有缺陷，但他们如此努力良善、
克己节俭、孝顺爱家的日常，却一一陷入生存困境。“因为以物
质为追求的时代，总是将人的精神压迫得如此不堪，尤其是遇
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窘境。”于是，他们
对于现实和精神困境，便有了一个从抗争到无奈、妥协及沉默
或默认的过程。这便是普通人的深圳所在：追梦的绝望与希望
同生，在希望中绝望，在绝望中希望，一如《消失》中新来求租的
青年男女之于中年男人，他们便是他的过去；而他的今天，也许
便是他们的明天；因而落魄的中年男子在离去前，却将自己的
家电送给了年轻人，留下一抹温情、希望与尊严。于是，小人物
对理想的追逐和对亲情的渴望，及其理想在时代波折面前无情
消散的悲剧命运，幽幽暗暗，怪味横生，直指打工者的深圳内
核，奋争而无常，惨烈而悲凉。毕亮以个人的视角，探究了以打
工群体为切入点的深圳所在和时代真实。

失败者也有尊严，情感与家庭便成了疗伤的栖息地，他们
执著于对情感归宿的迷茫及其深切探询。中年打工者拼来生活
好转却夫妇不能同甘，面临家庭生活的颓败；青年打工者又无
力成家，或面对婚姻磨合期的诸种问题和情感危机，如情感疲
乏，外遇，失业，疾病，还有因无力抚养而被人流的孩子等等。在

《那个孩子是男还是女》《大案》《血腥玛丽》中，处于婚姻三年之
痒的青年夫妇面临困境，常常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苦恼、矛盾、挣
扎，内部的心理冲突使磨合期变得难以承受，身心疲惫，早以无

从应对日常的琐碎和一地鸡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不仅磨损了
热恋的幸福感，尤其那些个被人流的“还没长出来的孩子”更是
毒针般扎刺着年轻脆弱的心灵，使之“涌起一阵酸楚和疼痛”。

“过去他们是两朵棉花，挨到一起能相互温暖；现在他们却成了
两只刺猬，碰到一起就会刺伤对方”。“我们还有爱情吗”？“爱情
能当饭吃？”在饿肚子时，爱情竟如此无力。但是，更多的年轻大
学生，还有不甘，一如蒙嘉丽对马望的期待“我们应该挣扎一
下，不那么轻易就放弃，屈从现实”，才可能“百年好合”。这些初
到社会的稚嫩心灵与粗粝世事磨合的成长故事，不仅暗示着人
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还暗示着这个时代底层的精神
去向、文化反思和生存困境，这是关于个人、也关于社会的困
境，当然也带着毕亮对人性的美好怀念，对失败者的同情之理
解，以及对人命运的脆弱性的悲悯。冷冷暖暖，影影绰绰，他的

“城中村”系列、“失败者”系列就这样汇入了深圳以及大时代的
社会和历史，也惟此，它就不仅仅属于个人，属于深圳，也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于是，生命悲情与人性之花，在深圳，在人类心
灵静静开放。

艺术上的临门一脚

短篇小说的精彩，大多来自于故事高潮迭起的临门一脚，
它的意义在于此刻的另有细节。毕亮临门的一脚大多在于平静
之下的波澜，以及波澜推出的大潮。他总是淡淡地讲述着“城中
村”生存挣扎的故事，不渲染悲情色彩，却以无比平静的真切、
人物对个人生存和尊严的渴望一点一点地打动着我们，再以一
个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最具戏剧性的核心细节作结，戛然而
止，有力地暗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学世界，内力扩大，绵延不
尽。短篇集首篇《恒河》，以讲述性的语言和平静笔触把现实生
活讲述成一个传说，“剩女”孔心燕，在无数次相亲中，终于与马
修对上了眼，似乎一切都静静地朝着婚姻轨道行驶，马修多次
前往探望她那因与银行抢劫犯枪战致瘫的前特警队长父亲，突
然，没由头地马修玩消失了。淡淡的叙事一直缓缓推进着故事，
而结尾一如临近了球门，孔心燕在面对并追问马修“到底为什
么”时，马修说，“你比我更清楚，我一直等着你的实话。”临门一
脚，这关键的一笔，暗示了故事中的故事，原来瘫痪在床的孔
父，并非孔心燕介绍的英雄，恰恰是被枪击致瘫的抢匪。这是孔
心燕在一次次真话遭弃后说谎的因果。因为真话不断碰壁，用
谎言托词，偏偏新男友马修是个向往恒河、有宗教情结的虔诚
真性男子，于是谎言遭遇到真诚，剩女只能再剩。女性的无奈，
世事的无常无情，隐喻着人性理想的恒河一直是主人公可望而
不可即的符号，似乎成了故事若隐若现的背景音乐，令人触摸
到真相与谎言，世俗与净地，红尘与禅意，虚实互文，相生相融
却天地相隔。毕亮书写了这么一个被命运追逐、击垮的女性，无
论真话还是谎言，在无常无奈的世事里，孔心燕的生活因父亲
的铤而走险变得复杂多变，也必然一世沧桑。

小说关于孔心燕的过往，孔父那曾经震动全市的银行抢劫
案等等是作品隐藏冰山之下的巨大沉默，小说平静叙述的是孔
心燕与母亲每天对瘫痪父亲细致的照看，虽有无奈却没有嫌
厌，隐隐的沉闷紧张气氛中，是全家共患难互担忧尽义务的亲
情，与马修追求在恒河修心的虔诚相映成趣，为小说奠定了淡
淡温情的基调。简简约约中，结尾主人公轻轻的两句对话呈现
出人性与人生的复杂、脆弱乃至惨烈，还有温情与尊严，也留给
我们不尽的震动和想象。

毕亮追求着美国作家卡佛简约的小说气质，22篇小说基本
秉承这种简约之风，显示着外部叙述平静，内里紧张激荡的现
实质感。小说文字节省，笔端隐忍，始终令真相隐藏在情感背
后，这样的情感空间必然是阔大的，临门一脚，是否进球，却遮
蔽不让观众看见，于是张力扩大，余味绵长。而另一个隐藏的故

事却若明若暗地出现了。
他临门一脚后的另一个故事，如《铁风筝》中，寡妇杨沫的

新恋人马迟，也许就是击毙杨沫那为给失明儿子治病而抢银行
的丈夫的特警。《在深圳》中那位一再出轨，回家看到有人一直
蒙头睡在他床上，竟有了与闹离婚妻子所谓道德扯平的理由，
而在妻子鄙视下心安离家后，我们看到那个宿醉的陌生人，竟
然是个一言未发而悲怆号哭的年轻女子，如问她有几多伤愁，
必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毕亮为我们留下了另一个故事的无数
可能性。《大雾》深锁了3天的深圳及其两对男女迷雾般亦真亦
幻的情感与婚姻真相，开启另一个故事的钥匙是那枚衬衫宝蓝
色扣子。《外乡父子》被生活一点点击垮的故事后面，还隐藏着
外乡人母亲的故事：“母亲是越南人！她是个毒贩，给越南警察
打死了，是个狙击手干的”。《消失》中在现实面前消失了美好梦
想与生活之后，却留下了神秘无处不在的“那股怪味”，隐隐地
散发出一股颓败的气息和寒意。《纸蝉》中一直打哆嗦，始终未
能将纸蝉折叠成孩子儿时满意形状的父亲，在儿子追问母亲死
因后的悄悄离去，孩子的身世和母亲的死又形成了另一故事的
新结等等。这样的艺术追求，在于他创作初期便隐隐有了这样
的文学自觉，如他的“官当镇”系列中的《继续温暖》，结尾就以
眼瞎的“爷不是用眼睛看人，是用耳朵看人”，爷爷对孙子马达
为安慰他把爹娘的声音学得神像之事“什么都晓得”。这个留守
爷孙相互温暖相互照亮的2008年故事，获得许多赞誉。而这份
简约文风中的临门一脚，这种小切口大空间，戏剧性隐藏深处
的艺术张力，在前述他近年的“城中村”系列、“失败者”系列中
渐渐成了他的自觉追求，也是他短篇小说写作过程的一个独特
的精心构思和出彩之笔。

短篇小说创作的难度

与其他文体相比，短篇小说一直是高难度的写作，在短小
的篇幅下完美讲述一个故事或塑造人物，并有临门一脚的高潮
迭起，这对语言、文字、结构等技艺要求很高，尤其在短篇小说
遭遇写作低谷的当下，年轻的毕亮就以自己出色而独特的创作
寻找到自己的艺术通道，实属不易。要知道，不少作家穷尽一
生，还在似是而非中。当然，要使这条通道伸向远方，也许毕亮
还要战胜已有的自我，把自己“在深圳”的目光深入到更广大之
所在，尤其警觉作品间的似曾相识。

的确，毕亮的单篇都有相当的文体自觉与文学自信，但结
集的 22 个短篇数次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相互重复与自我重复的现象。如其故事流程与心思的纠结点
基本相像，皆是寻求改变命运和生活梦想的外来打工者的深圳
之所在，皆是他们对于现实、精神上一个从抗争到无奈、妥协及
沉默或默认的过程，结局虽不同，但无一不是在深圳的外乡人
的悲剧。而故事与命运节点大多在于人物的各式失败，情感婚
姻危机大多来自无力抚养孩子而人流，或欺骗或出轨等等，犯
罪则是因失业或疾病等生存所迫的铤而走险，如抢银行、盗劫、
贩毒、凶杀、卖淫等等。生活场景甚至句子多有重复：租屋，城中
村农民房,二手家具店，坏了长久没修的马桶；“室内潮湿，蟑
螂、蜈蚣、臭虫和不知名的竹节虫就会从墙角旮旯爬出来”。黑
蝙蝠乱飞。电视屏幕，女播音员说着某个城中村发生了凶杀案，
或银行抢劫案、或小型爆炸案。“夜晚，不间断地会听到夫妻间
的争吵声、歇斯底里的哭声、幼童尖锐的叫声……”令人感受到
他整体创作的临门一脚还是欠了点儿火候。

是的，我们在深切体味到了毕亮对失败者命运与尊严无法
割舍的情感和力透纸背的表现，感叹他表现文学的“深圳”这一
独特的社会现象的文学贡献的同时,更期待他作品的气质和文
学品质上有更俊逸更多样也更有力量的追求，不止于单篇作品
的另有细节的临门一脚，而是他个人创作的神来之笔。

大约是2010年，我参加一位朋友
的婚礼，场面热闹、盛大。在那繁华、喧
嚣的氛围里，我想到另一位结婚却没
有操办婚礼的朋友，以及半是忧伤半
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10 年前，我从湖南来到深圳，至
今记得那个夏天的溽热、硬邦邦的台
风、潮湿的雨水。记忆里没有抒情，惟
有初入职场年轻人的窘迫、惶恐与不
安。10 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时不时地
令我惊奇，高度的现代性，蓬勃的商业
环境，崇尚竞争、崇尚速度，钢筋水泥
的丛林法则扼杀了诸多天性，譬如童
真、朴实、真诚，人心一天天冰冷、“硬
化”。我们不得不不断地做出让步、妥
协，学会接受。

我时常想，我和我的同龄人，我们
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所有人都
在向前奔跑，慢了生怕掉队；信息越来
越丰富，价值观却越来越单一，物质至
上……作为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个
体，我常常感到困惑，也陷入“影响”的
焦虑，内心认定的路与价值，是否该坚守和坚持。

就在我为内心的纠结感到不安脸红时，我会想起另
一个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朋友，他淡泊物质，忠于内心。某
天，我们坐在星巴克聊天，他谈起生病的父亲，为节省每
天50块钱的住院费，暴热的夏天，他父亲住进没有空调
仿若蒸笼的病房……他忘不了躺在病床上干瘦的父亲
慈眉善目看他的模样，目光温暖、宽厚。那一刻，我想到
了自己年迈的父亲、母亲，内心兵荒马乱。

我又陷入了困惑。
从故乡到异乡，从湖南来深圳的 10年，有两个“我”

在生长：一个在现实世界，一个在虚构的小说世界。坦率
讲，我不喜欢现实中的“我”，规矩、冒似有教养、假装体
面，似一只笼中兽、圈养的家禽，看不到可能性；我更珍
视写小说的“我”，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写绝望的故事、
写温暖的故事、写绝望与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那个

“我”是莽林里的野兽，看不清来路，看不到去处，充满了
未知和可能性。

克尔凯郭尔说：“世人眼中的大事，在我看来毫无意
义；世人认为的屑小之事，对我而言却是异常重大。”我
喜欢写日常和琐屑之物事，写小说时，我更愿意把自
己当作侦探，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
指尖的纹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间和
旁逸斜出的枝节……当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
我感到相见恨晚，在卡佛、耶茨笔端，个体的苟且、
不安、躁动、妥协、隐忍，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
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而奥康纳更大
胆、放肆，抛开了道德的束缚、习俗的禁忌，去探索人性
的幽暗与复杂。阅读过程中，许多个瞬间，我感到自己被
捆绑的手脚得到解放。

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人感受到的文学的“深
圳”，写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这些

“情绪”因深圳这座表面光鲜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而放
大。这是深圳或说时代馈赠给我的富矿。但，夜深人静时
面对“深圳”，我却无从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国画家霍尔
班，他帮我找到了叙述的切口、角度。《使节》是霍尔班的
传世之作，在这幅充满暗示的画中，霍尔班以变形的手
法隐藏了一枚骷髅，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从左侧斜
下方或右上方以贴近画面的角度才能辨认它的原形。这
幅画符合我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理解：结构于简单之中透
着复杂，语言暧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关系若即若离，
充满紧张感和神经质式的爆发力。

在书写深圳题材的小说时，我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
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和叙述的路径，我想做一名“在场”
的作家，以文学、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
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
本让后来者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经有一
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
安，他们的希望与绝望……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
对生命的尊重。

聚焦文学新力量

本报讯 近日，鹏翼展天宽——欧豪年
个人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由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展出了欧豪年的 160
余幅作品，主要为水墨山水、花鸟画和诗词书
法。其中，巨幅山水画《黄山》充分体现了画
家对岭南派精髓的领悟，体现出他对中国画
创作写意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创作意象阔
大、独树一帜，构成了独立的视觉纬度。画作
中既有对传统的执著坚守，又不拘成法，以自

身创作手法肆意挥洒灵感。
欧豪年善画花鸟、山水、人物、走兽，对书

法与诗文亦多有研究，艺术成就多元而丰
富。画家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绘画相
融合，由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其
书法作品笔锋有力，又婉转多变。线条借浓
淡干湿焦多变的墨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作
品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张力。

（欣 闻）

本报讯 10 月 13 日至 26
日，“梦归家园——邵飞捐赠作
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
展出邵飞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
油画创作“梦归家园”系列共
45 件，同时展出她的“救荒本
草”系列、“山海经”系列等彩墨
画作品共50件。

邵飞 1954年出生于北京，
为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其绘画
创作具强烈的梦幻而神秘的超
现实主义色彩。“梦归家园”系
列创作始于 1999 年，完成于
2006 年，是根据明代万历年间
盐运使兼文人汪廷讷的私家园
林“坐隐园”的白描木刻长卷

《环翠堂园景图》所画，画作以
油画的语言描绘中国古代文人
的园林，古与今、中与西、现实与梦想
均交融于这家园三梦，似真似幻，似醒
似梦，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传统的文化
情怀与个人性情的交织。

（赵 文）

本报讯 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韩书力进藏40年绘画展在京举
办。本次展览由中国文联、全国政协
书画室、中国美协等单位共同主办。

在本次展览中，韩书力共带来
了92件中国画作品，它们均为画家
驻藏40年间的创作。其中既有宗教
题材创作，也有表现藏地人文风貌
的作品，还有“毛主席派人来”等历
史题材创作。然而无论作者反映何
种主题，作品始终透露着浓厚的地
域风情，观众可从中领略到雪域高
原的神奇与壮美。在西藏的 40 年
中，他浸润在藏族同胞虔诚的精神
世界里，感受了人性中的善良。而藏
民族的粗犷淳朴、藏文化与汉文化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韩书力
在雪域高原埋下创作种子的原因。
对于画家本人来说，40年的西藏时
光就是守望艺术的时光。

（臧 文）

韩书力进藏

40年绘画展

欧豪年个人作品展举行 邵
飞
捐
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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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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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0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唐山广视新传媒有限公司、龙
腾艺都（北京）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工业题材电视连续剧《黑凤凰》
在河北唐山正式开机。该剧由关仁山编剧，张子恩执导，英达、李菁菁、于小
伟等演员出演。

《黑凤凰》是中国近代工业“五个第一”大型系列电视连续剧中的一部，
以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为背景，讲述发生在唐山开滦煤矿的动人故事，反映
了清朝末年实业兴国的历史，具有史诗品格。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12年
重点扶持选题，也是关仁山多次到开滦煤矿体验生活、经过多次修改打磨完
成的。

开机仪式上，总制片人续继伟介绍说，现在家庭剧、抗日剧和宫廷斗争
剧很多，但是反映中国大工业进程的电视剧还比较少。《黑凤凰》不仅展示了
中国近代工业荡气回肠的发展历程，还塑造了一批缔造了中国近代工业历
史的人物群像，对进一步彰显唐山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地位、展示当下中
国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历程具有启示意义。

（欣 闻）

田东照同志逝世
山西省作协原常务副主席、第六届全委会荣誉委员田东照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0月5日13时57分，在太原逝世，享
年76岁。

田东照，1963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长虹》（上、下集），中篇小说《跑
官》，长篇纪实文学《异国情缘》，作品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河
缘》等。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获山西省第二届文学创
作金牌奖，作品曾获多种刊物奖。

东荡子同志逝世
诗人东荡子（吴波）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 2013 年 10 月

11日不幸逝世，享年49岁。
东荡子，原名吴波。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不爱之间》《王冠》《阿斯加》等。其作品曾
获《诗选刊》“2006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
艺奖等。

本报讯 近日，由福建省文学院、漳州
市作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梦立场·民间艺
术大展”系列活动在福建漳浦县天读民居书
院举行。艺术大展共展出来自北京、广西、福
建等地诗人艺术家的 60 多幅书画作品。在
同期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就“诗与书画

在新形势下的交融”等问题进行研讨。大家
认为，诗书画的融合拓展了诗人艺术家的艺
术视野。展览期间，还举行了诗歌月刊杂志
社创作基地揭牌仪式、第三届驻院诗人艺术
家聘请典礼、《诗书画》创刊号首发式、新死
亡诗派2013年度奖评选等活动。（林小妮）

本报讯 10月13日，艺术家韩美林代表韩美林艺术基金会向天津皇会
捐赠50万元，以资助那些历史悠久的濒危老会。此次活动由中国民协、天
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

皇会是天津独有的民间信俗活动，是妈祖信仰盛典中重要的艺术方
式。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天津皇会各老会几乎都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
亟需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和资助。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从
2011 年开始对天津皇会进行文化档案普查，探索保护天津皇会的切实办
法。冯骥才谈到，皇会文化记忆是天津地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文化遗产，因
此，我们要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些濒危的老会。 （欣 闻）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科发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世界
华人周刊》杂志社主办的美国华文作家施玮《世家美眷》作
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小说《世家美眷》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穿插
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讲述了发生在姑苏陆家状元府的故
事。作品描述了陆文荫、陆文芯两姐妹的一生爱恨，感情无
法填补她们内心巨大的虚空，世事风云却一次次将她们抛
入生存的旋涡。

与会者认为，施玮的小说中充满女性细致柔和的笔法，
却毫无脂粉之气。作品落笔在“美眷”，写的是女性世界的故
事，然而仍展现出整个社会百年的历史变迁、人民离乱疾苦
的悲惨命运，留给读者许多关于政治、历史、人伦的思考。作
品蕴含着作家对人类社会未来、对女性爱与命运的独特解
读。她倡导“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

“人类病症”的原因，并试图找到治疗的途径和方法。
（李晓晨）

本报讯 由《星星诗刊》杂志社主办的“2013中秋中国红海杯·星星诗
刊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于10月12日在四川省蓬溪县颁奖，并举行了精彩的
散文诗朗诵。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是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散文诗创作发
展而面向海内外华文作者举办的大型征文活动。从2013年7月1日起至8
月 31 日止，短短两个月时间共收到全国各地及海外作者来稿 6000 余篇

（首），经初评委认真遴选，决出60篇（首）入围篇目，最后终评委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优秀奖 20名。张作
梗、张慧谋、水晶花、卢静、木寻等荣获奖项。 （黎阳 蓬旅）

工业题材电视剧《黑凤凰》开机

星星诗刊散文诗大奖赛颁奖

韩美林支持天津民间文化保护

福建举办民间艺术大展

施玮《世家美眷》
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首届林
语堂散文奖在林语堂的故乡
福建平和揭晓。作家格致的
散文集《婚姻流水》获林语
堂散文奖大奖，另有 20 位
作家的作品获得优秀作品
奖。

据悉，林语堂散文奖由
福建省作协与福建平和县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设大奖 1
名、优秀作品奖 20 名。该
奖自今年初启动以来，受到
广大作家的积极响应。本届
的获奖作品是组委会从数百
部参赛作品中经过三轮评选
而评出的。

（黄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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