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

四明周刊
B1-B4

B1
2018年9月25日 星期二

视点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责任编辑/叶向群

汤丹文 王伊婧

在 2018 天一阁论坛第二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上，保加
利亚小说家茨德拉夫卡·伊蒂莫娃
深 情 地 说 ：“ 文 学 让 心 灵 插 上 翅
膀，它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路程。”

从 9月 17日起，来自中东欧 16
个国家的 20 余位作家与中国的 20
余位同行一起，进行了为期五天的
文化交流活动。这是作家与作家之
间文学灵魂的交流相惜，更是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

为什么是中国与中东欧？
为什么是在宁波的天一阁？

中东欧国家的文学创作，对中
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作协
副主席阎晶明在此次论坛开幕式上
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东欧文
学都对中国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首脍炙人口的

《自由和爱情》，激发了几代中国热
血青年的革命热情。捷克作家伏契
克的 《绞刑架下的报告》，还进入
了中国的中学课本。”

去过中东欧好几个国家的中国
著名诗人刘向东说，诗意在人类之
间是相通的，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
受到过诸如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
中东欧作家的影响。对波兰诗人、诺
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他更是大
加赞赏。“我总是觉得，能让人牢牢
记住一首诗的作者就是诗人，记住
三首诗的就是大师。而米沃什的诗
能让我记住十多首。”刘向东说，米
沃什抒写了他那个时代对社会的感
受，深刻剖析了当代世界的精神危
机并与波兰古老的文学传统进行对
话。他是“另一个欧洲”的代言人。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文
学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在开幕式
上，罗马尼亚作家联盟常务副主席
瓦 鲁 扬 · 沃 斯 加 尼 安 说 ：“ 这 几
年，罗马尼亚译介了当代中国作家
的大量作品，读者们可以在莫言、
苏童、张炜、余华等中国作家的杰
作中发现一些非常有内涵的文学作
品，这些作品充满了象征、幻想和
色彩。同样，中国诗歌选集也展现
了精致而敏感的创作。”

去年，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文学论坛在匈牙利成功举办，拉开
了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合作的序
幕。而第二届论坛放在中国宁波，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宁波是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
国内先行城市。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设立的“中
国文化中心”，也由宁波方面具体
负责。天一阁论坛又是定位为国际
性文化高端论坛，前两届的主题为

“阳明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这次论坛
的主题也是围绕“文学创作与文化
传统”，当然也十分贴切。

作为有着 452 年历史的古老藏
书楼，天一阁与文学自然也有着割
不断的联系。据统计，在天一阁，
7500多种、近三分之一的馆藏，就
是文学类的集部书籍，自明清以
来，吟颂天一阁的古体诗就有近
300 首之多。黄宗羲、全祖望、余
秋雨、冯骥才等一代又一代中国才
子文人登阁造访，留下了许多名篇
佳作。余秋雨的散文 《风雨天一
阁》，已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
一。

此次，天一阁状元厅举行了迎

宾和论坛开幕式，并特地建立了
“四海书香”文库，用来收藏参加
本次论坛的中东欧各国作家的代表
性著作。这些书将与中国的古籍一
起，成为天一阁的永久珍藏。而中
东欧国家的作家们，也在天一阁开
心地体验了瓦当拓印、雕版印刷等
传统工艺活动，并各自在主人精心
准备的“天一流芳”手札中，书写
他们对天一阁的愿景和希望。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庄立臻表
示，聚古今之书，传四海书香，是天
一阁新时代的新使命。“天一阁论坛
是宁波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我
们要通过这个平台，讲好宁波和中
国的故事，增强天一阁在海外的影
响力，推动宁波‘名城名都’建设。”

面对时代巨变，
文学的趋势是否回归现

实与传统？

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
坛的学术内容，一是发布各自国家
的文学发展趋势报告，二是与会作
家就“文学创作与文化传统”这一
议题进行交流研讨。

面对世界形势巨变以及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是否趋向回归
现实和传统，成了与会者共同的议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
为，尽管中国作家的创作题材领域越
来越广泛，历史题材、国际背景、玄幻
穿越、科学幻想，形成一个又一个的
热点，但中国文学最受关注的表现对
象，还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
生的变革。他说，中国每年出版的近
一万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文学样式
的大量作品中，表现现实中国是作家
创作的主流题材，也是读者最为关注
和追踪的创作领域。

“在当前的中国文学界，文学
创作人才辈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已有 11000 多人，老中青三代作家
共同活跃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长篇
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文学批
评等传统创作门类精品力作层出不
穷；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异军突
起，5000多家文学网站、1300万名
注册写作者和 4.06亿网络文学用户
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他还认为，中国文学创作对西
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情已成往事，中
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的倡导和热
潮，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小说家
是“讲故事的人”，“这句话这几年
在中国文学界很流行，而且文学批
评界对此似乎也未进行过太多质疑

和争议。”阎晶明说。
对许多中东欧国家而言，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巨变是个挥之不去
的话题。但经过动荡，这些国家的
文学创作也渐渐进入正轨。

“在 1989 年 11 月之前，斯洛伐
克没有任何一家私人出版社，但是
在此之后，斯洛伐克再也没有任何
一家国有出版社了。从 1989 年到
2000 年，斯洛伐克原始的书籍生产
濒临消亡，而从 2001 年到 2010 年的
十年间，读者对于斯洛伐克文学的
兴趣又重新激起，也出现了新的畅
销书作家。目前局势已经稳固。”斯
洛伐克作家古斯塔夫·穆林如此描
述他们国家近二十年的文学状况。

而克罗地亚作家克里斯蒂扬·
维基斯奇引用学者在 《当代克罗地
亚文学导论》中的提法：“如果克罗
地亚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被短篇小说所主导，那么 21 世纪
初便能看到长篇小说的回归。”因
此，他认为，在 21 世纪初，克罗地亚
文学的主导是“现实主义”小说。

对于 1989 年之后捷克的文学，
作家索薇亚·芬切洛娃认为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纪实主义文学。“它基
于作者尽可能真实地对自己生活的
描述，没有任何多余的点缀，较少
娱乐性或幻想性，其内容完全持主
观和开放的态度，并带有尖锐的社
会批判。这一时期，捷克文学作品
中最丰富的类型是日记和回忆录。”

来自立陶宛的尤尔加·扎斯乃
提-格德米涅尼，是个文学史学
者，也是位小说家。她说，研究文
学史和理论有章法可循，但创作小
说，更能思考内心，是自由地反思
自身的极好方式。

马其顿的佐兰·安切夫斯基身兼
大学教授、诗人、译者和散文家几重
身份。他说，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

“重写本”，马其顿有悠久而悲惨的历
史，而文学记录了这个民族的忍耐。

对于网络时代，文学和作家如
何适应，特别是中国的专业作家何
以为生？与会的中东欧国家作家对
这一话题也兴致盎然。当听说与会
的中国年青网络作家“牛凳”一个
3000字的小说连载章节能取得24万
人次的页面浏览、网络作品最高一
年能获得 150 万元的收入时，各国
作家一脸的惊讶。匈牙利作家表
示，在匈牙利，纸质期刊和网络期
刊并驾齐驱，互联网并没有终结人
们对纸质期刊的兴趣，当然文学论
坛被转移到在线媒体论坛了。

与会者还就今后如何加强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学交流提出了各自
的想法。比如能否让论坛在各个国家
轮流举办？如何将文学作品译介、出版
纳入论坛，将此论坛最终打造成一个
中国-中东欧国家的文学节？

对于参加此次论坛的作家而
言，也许他们不仅是交流文学，更
是架起了国与国民心相通的金桥。
虽然作家们语言不同，观点各异，
但他们最终抵达的是同一“彼岸”。

瓦鲁扬·沃斯加尼安说：“文化是
我所能想到的表达诚意的最优雅方
式。我们确实在实践文化外交，但我
们不是那种躲在辞令背后的外交官，
我们是站在文字前面的‘外交官’。”
阎晶明更是认为：“文学的国际交流
应该是一种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
能走进人心的交流，也是帮助人们理
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最好媒介。”

这两位作家的话，也许就是
“以文学架起国与国之间民心相通
金桥”的最好诠释。

周燕波

9 月 12 日 ，“ 十 大 华 语 电
影 ” 颁 奖 典 礼 在 慈 溪 隆 重 举
行，10 部获奖电影的领奖代表
上台首先表示“感谢剧本”。这
再次印证：有了好的故事,才有
可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而在颁奖典礼举行的前一天，
第三届中国 （宁波） 影视编剧
高峰论坛也在慈溪开幕。本届
论 坛 的 主 题 是 “ 提 升 影 视 原
创，编织文化丝路”，参会的多
位中外影视编剧、制片人聚焦
原创对影视业发展的重要性，
并就当前影视创作领域内的现
象、问题及对策展开了热烈讨
论。

致敬扎根生活的艺术家

本届论坛汇聚了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八一电影制片厂
原厂长王晓棠，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王兴东，著名影视剧作家
黄亚洲，著名剧作家、评论家
赵 葆 华 ， 以 及 杨 晓 林 、 汪 海
林、宋方金、余飞、郝岩、帕
萨特·谢迪等众多国内外资深
编剧、影视制片人。

论坛开幕式上，特意设置
了一个“向生活致敬”的颁奖
环节。正如论坛主持人、清华
大学传播学博士梁植所说，向
生活致敬，就是要向从生活当
中走出的、在生活当中汲取智
慧、在生活当中创作的艺术家
们 致 敬 。 当 天 王 晓 棠 向 谭 仲
池 、 赵 葆 华 、 黄 亚 洲 、 周 振
天、韩志君、王兴东等 6位扎根
人民、深入生活的艺术家颁发
了奖杯。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
是有字的生活。”在论坛上，王
兴 东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深 入 生
活、扎根人民不能停留在口头
上，写剧本，就是向生活要能
源、要能力、要能量。一个编
剧要像蚕儿一样吃桑叶吐丝。

王兴东在发言中列举了慈
溪籍剧作家、中国电影文学学
会第一任会长林杉为写作电影
剧本 《上甘岭》 两次入朝、多
次登上上甘岭主峰、采访 57 位
指战员的感人故事。“林杉看到
泥土中埋着的无数弹片时流泪
了，他用电影告诉我们，上甘
岭战役是怎么样取胜的！林杉
就 是 这 样 站 在 上 甘 岭 的 高 地
上，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为什么现在我们拍了那么
多战争影视剧，观众却少有叫
好 的 ？ 王 兴 东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那是因为这些剧没有真情
实感，作者没有像林杉那样深
入地走进生活。“电影没生活，
等于瞎忙活！”王兴东一席话，
引来台下热烈掌声。

来自印度的知名电影制片
人帕萨特·谢迪，对王兴东的
观点深有同感。他谈到了印度
这几年打造的几部爆款电影，
如中国观众熟悉的 《摔跤吧，
爸爸》。他介绍，写这个剧本的
是一位业余女编剧，她受报纸

上一篇简短报道的启发，起兴
写了这个故事。她去那位女摔
跤运动员家乡采访了 6 个多月，
搜集、记录了大量素材，最后
她和导演又花了将近两年时间
才改定剧本。

帕萨特·谢迪说，印度有许
多剧作家并非科班出身，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成功，“因为受欢迎的
印度电影都是编剧在生活的体验
中用心完成的。”

对原创要怀有敬畏之心

编剧是影视生产链中至关重
要的一环，如何对待编剧及其劳
动成果，也是本次高峰论坛的一
个热点话题。

上海影视戏剧研究会副会
长、编剧杨晓林对当下肆意篡

改编剧原创作品、侵犯编剧权
益的不良现象痛心疾首。他以

《建国大业》 中一个团长和解放
军战士来到北京城、以为那里
是地主的大宅子这种类似于恶
搞段子的情节篡改为例，批判
了当前影视制作方随意篡改编
剧原创作品的不良行径。“一部
心血之作犹如从编剧身上掉下
来的肉，编剧最担心这个孩子
被别人拿去之后不被善待，健
康宝宝变成了残疾儿，这是令
母亲多么痛心的事啊！”他认
为，对一部成熟的编剧作品提
提意见、做些修改是可以的，
但导演、制片人还是应该回归
本位，做好分内事，不能越俎
代庖。

王兴东更是直言不讳地批
判了当下一个不良现象：一些
网 络 剧 在 网 上 播 出 时 只 见 导
演、演员名字，却没有编剧的
名字，“这样对待原创、对待编
剧是违法的。别忘了，电影的
著作权属于编剧，一个编剧对
原创剧本拥有14种法定权利。”

“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对编
剧、对原创一定要怀有敬畏之
心。”王兴东说。

以现实主义原创作品
夺回阵地

论坛上，大家也对前几年
受大“IP 概念”冲击，大量编
剧、演员及观众流失的现象进
行了反思。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副会长、编剧宋方金说：“从
2014 年 IP 这个概念出现之后，
短短 4 年，我们毁掉了一批编
剧，毁掉了一代演员，赶走了
大量观众。”在他眼里，这是一
场非常严重的审美“事故”。

编剧不直接和演员、观众
见面，而是大量存在于平台、
公司、工作室等，中国电影文
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余飞
把编剧比喻为影视行业的暗物
质。他在分析当前“IP 概念”
对编剧原创能力削弱现象时指
出 ， 网 络 文 学 一 旦 被 选 中 为
IP，只要你有好看的点击量，就
会有人付出动辄百万、千万元
的代价去购买一个小小的改变
权，可当市场检验这个 IP 并没
有这么大的价值时，人们又会
找编剧去消化这个花大钱买来
的“IP”。“他们找编剧只是用来
借一个创意、一个名字而已。”
他认为，这是对编剧原创精神
的严重挫伤。为此，他向同行
们提议：“我们要明白什么时候
该 妥 协 、 什 么 时 候 该 部 分 妥
协。但不管怎么，坚持原创信
仰，坚持工匠精神，这是编剧
必须守住的底线。”

2017 年, 一 部 《人 民 的 名
义》 电视剧火了，没有大 IP，
也没有“小鲜肉”。今年暑期档
里，几部热映片也没有一部是
IP 改编的，全是原创，这让编
剧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原创题材
回归主流影视阵地的希望。“我
们需要回到现实主义，现实主
义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也是一
种创作态度。”宋方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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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徐能 摄）

在天一阁，让我们愉快地聊聊文学吧!
——2018天一阁论坛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侧记

中东欧国家作家在天一阁体验中东欧国家作家在天一阁体验
瓦当拓印瓦当拓印，，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周建平周建平 邱文雄邱文雄 摄摄））

中东欧国家作家在朗诵自己
的作品。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中东欧国家作家向天一阁赠书中东欧国家作家向天一阁赠书。。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