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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去年，我省共有35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近日，省文化厅在济南举办2016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全省培训，要求高质量推进已入围
资助项目实施的同时，组织好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的申报工作，争取更多的项目获得资助，借力东风好行
船，发挥国家艺术基金的杠杆作用，推动我省艺术创作繁
荣发展。

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张东林介绍说：“在2015年国
家艺术基金评选中，我省35个项目成功立项，入选项目数
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总计资助资金2985
万元，立项项目及资助资金分别比2014年增长220%和
270%。”

目前，很多艺术单位没有专门的创作资金，所以如果
能够成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扶持，对艺术单位的发
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今，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申报
工作马上就要开始。我省希望各相关单位借鉴入围项目的
成功经验，全面准确了解2016年的申报政策，提升申报质
量，提高入围的成功率。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分成舞台艺术创作、美术创作、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传播交流推广、艺术人才培养共五类
资助项目。其中，舞台艺术创作、传播交流推广、艺术人
才培养项目已经实施了两年，此次又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
完善。2015年发布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
南”，是在2014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创作项目申报指
南”基础上扩充而来的。“美术创作”是新增设的。

具体而言，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的“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新创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二是2012年12月以后完成创作演出的优秀原创小型剧(节)
目和作品。

另外，“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在艺术分类上更加
科学规范。该是歌剧报歌剧，该是舞剧报舞剧，不能报成
歌舞剧。纳入不了大型舞台艺术作品12个艺术种类的项
目，可以申报“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舞台剧”。
2016年将重点资助戏曲创作、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对
这两类项目，将在确定立项和核定资助资金方面，给予适
度倾斜。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评审，则侧重已有
作品的水平。

在今年新增设的“美术创作”项目上，已获得2014、
2015年度资助尚未结项的，不能参与申报。申报本年度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的，也不能兼报。

据介绍，2016年的申报时间为2016年1月1日零时至3月
1日24时。机构申报主体须是2013年1月1日前在我国内地同
级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单位或机构，因事业单位体制改
革重新登记、注册的，可与改革前连续计算。个人申报主
体方面，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要由本人工作单位
出具推荐意见，或者由所在领域不少于3位具有副高级及
以上职称的专家或知名人士出具推荐意见。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示，国家艺术基金是一项新
事物，也是国家艺术创作管理体系、艺术传播交流体系，
以及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我们要充
分发挥国家艺术基金的引领、示范、导向和激励作用，推
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努力打造全省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的新局
面。”

□ 宫达

◆ 个人简介 张炜，1956年生，现任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一级。系山
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当代著名作家，主
要作品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
原》等长篇小说19部，《秋天的愤怒》《蘑
菇七种》《寻找鱼王》等中篇小说17部，短
篇小说、散文、诗歌等30多部。其48卷本
《张炜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曾获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
文学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奖、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重
大奖项，被译成英、日、法、韩、德、西等
多种文字。

毫无疑问，作家张炜是中国当代最富艺
术创造力、思想底蕴最深厚的作家之一。在
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家沉湎于历
史、现实、自然、人性、风俗、传说、哲
学、宗教诸般求索之中，展开了一场马拉松
式的文学跋涉，其超越的视角、犀利的思
想、包容的气度、恢弘的胸襟，在消费至
上、娱乐至上的物质主义时代，彰显出永恒
的价值。

1973年，17岁的张炜走上了文学之路，
1975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张炜凭《声音》、《一潭清水》连获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发表《秋天的愤
怒》等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篇作品，至此
奠定了一线作家的地位。1986年，长篇小
说《古船》横空出世，震动文坛。可以
说，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甚至文化界都没有
准备好来接受这样一部作品：既有艺术实
践上的先锋性，又有思想上的厚重蕴含。
作品通过“洼狸镇”四十年的变迁来追溯
历史，从中追索民族的心灵，寻求人类发
展的出路、叩问人性的奥义，其尖锐深刻
甚至突破了当时的某些思想禁区，所引发
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它被称为自五四以
来中国文学的扛鼎之作，可谓实至名归。
1992年，张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九月寓
言》问世，同样引起了轰动效应，一时
间，文坛争相话“寓言”。它被公认为最
能体现张炜艺术气质的作品。它对于大地
哲学的诗性坚守，对于现实、历史和自然

的寓言哲思，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
文学最重要的艺术与思想的成果之一。《古
船》与《九月寓言》交相辉映，成为上世纪
后期中国文学天空的双子星座。瑞典著名汉
学家马悦然曾评价说：“在小说《古船》问
世后，张炜巩固了其作为中国最伟大作家之
一的地位。”“《九月寓言》是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而后张炜的创作进入爆发期，《柏
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
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一系列长篇小说
接连问世，每一部都以其高质量而引起文坛
关注，成为热议话题。

2010年对于张炜来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
年份。10卷本总计450万字的系列长篇《你在
高原》出版。这部凝结作者20余年心血的巨
著，见证了作者最纯粹的文学信仰以及由此
爆发的精神和艺术的能量。全书分三十九
卷，归为十个单元（《家族》《橡树路》

《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
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
原纪事》《无边的游荡》）。它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系列作品，而是已知中外小说史
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从语言到
故事，从形式到内容，从韵致到意境，
《你在高原》的分卷各不相同，创作风格
差异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几乎囊括了
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这种极
为罕见的巨大的创造性和神奇变异，很难
想象会发生在同一个作者身上。《你在高
原》大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已有版图，为
后来者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高，说它是一部
“超越之书”恰如其分。

除了写作，张炜非常注重两件事：阅读
和深入生活。他有一个严格的读书计划，即
每天必读五万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张
炜开始旅居胶东，把那里作为生活、创作和
社会调查的基地。他要将“每一个地方全部

实勘一遍，并制订一个必须落实的、严密的
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
村庄，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
民间传说等。”三十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
踏遍了山东半岛的山区、平原和村落，写下
了大量的调查笔记，成为他艺术之旅的精神
依恃。

他的作品被公认为最接地气，即源于他
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

张炜供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在日常工
作上，他同样亲力亲为，对作协的基础建
设、项目设定、争取政策、争取资金、维护
作家权益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
上级领导的关切下，他亲自考察并引进了
“签约作家”制度，已成为山东作家群体成
长、文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张炜被文学界广为赞誉的，是他对青年
作家的培养与提携，是后起文学新人最可信
赖的伯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不
顾创作的疲惫，每年都坚持阅读各地寄来的
稿件达上百万字，并给予指导和推荐。据一
位作家说，他的一部长篇处女作经张炜阅改
和推荐竟达十六次之多！他每年都要花大量
时间给文学青年辅导授课，集中讲座达100
余课时。三十多年来，他给众多的青年作家
主持过研讨会，却从没有给自己开过一次。
人们有一个共识：张炜是一个对文学事业爱
得无私而深沉的人，一个真正的实干家！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身负使命
感的人。他会为此而不懈付出，万松浦书院
的创建即是最好的例证。他说：“中国的传
统文化应该更好地得到继承，书院如果能在
这方面作一点点贡献，即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事情。”如今书院已成为国际间文化交流、
国内文学研究与讲座的重要场所，被山东省
委宣传部确定为省学术基地。

到目前为止，张炜共出版小说、诗歌、
散文随笔、文论等1600余万字，在国内外出
版各种版本的书籍共计600余部，其中有长
篇小说19部、散文随笔20部，其中大型文集
就达10余部，2014年出版的《张炜文集》更
达48卷之巨。其多种版本被译成英、法、
德、意、瑞典、日、韩等多种文字。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张炜共获得海内外重要
文学奖项达70余项，是获奖最多的中国作家
之一。

张炜能达到怎样的精神高度？开拓出多
大的领地？这是一个只能用时间来揭开的谜
底。迄今为止，他的创造力和创作激情没有
丝毫衰竭的迹象。有一点可以确定：张炜是
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一份丰厚的文学馈
赠，时间将愈加证明这一点。

张炜：走向文学高原

张炜在法国依传夫岛。

□ 刘传霞

冯德英的《苦菜花》是一部追忆昆嵛山
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部根据
家族经历和家乡抗日英雄事迹而创作的小
说，在同时代革命历史小说中显得颇为独
特，小说人物关系、情感走向出现了多种可
能性，呈现出了主题多重性与文化多质性。

革命主题与国家政治文化

文学是时代情感需求、精神追求的表

达，文学创作离不开时代语境的召唤与规
范。《苦菜花》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歌颂胶东
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颂扬他们
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个革命主题也
是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
终极承诺”来完成的。

首先，《苦菜花》讲述了“革命的起源
神话”。小说在“楔子”里就将旧时代中国
乡村普遍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呈现在人们面
前，接着叙述了抗战前大地主王唯一父子制
造的血海深仇，母亲的大伯一家老小被杀、
丈夫被逼离家出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
乡村以后，家破人亡就不再是个别家族的伤
痛，而是民众的普遍灾难，乡村百姓被逼向
死路绝路。当为大众利益而勇于献身的共产
党人出现后，百姓跟随共产党拿起武器走向
反抗压迫与侵略的道路。其次，《苦菜花》
讲述了“英雄传奇”。小说叙述共产党人姜
永泉领导的乡村暴动；记录八路军团长于德
海领导抗日武装力量与侵路者展开的拉锯
战；描绘以母亲为代表的根据地人民与侵略
者、地主、汉奸们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姜永泉、于德海、王东海、七子、娟子、赵
星梅、母亲等，这些原本寻常的乡民则在血
雨腥风时代谱写出人生传奇，成为感天动地
的英雄。再次，《苦菜花》也提供了“终极
承诺”。小说情感基调慷慨悲壮、昂扬向
上。小说以成功的乡村武装暴动开始，中间
历经拔除鬼子据点以及反大扫荡等惨烈战
斗，最后以水道攻坚战大捷而结束。小说结
尾展开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想象，“曙光”
“黎明”“红日”“红旗”“金光”这些在
十七年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提供了精
神飞翔与升华的空间，消除了苦难与死亡给
人们带来的恐惧与惶惑。

成长主题与中国妇女的现代性

就显性主题而言，《苦菜花》与其他革
命历史小说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其不同凡响
之处在于选取了底层农村妇女母亲作为小说
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把她的成长与中国社会
现代性推进结合起来，通过她精神生长、性
格演变来展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小说
重点围绕母亲生活足迹与精神成长来展开，
从此层面来看，《苦菜花》不仅是一部通俗
革命英雄传奇，还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女
性成长小说，展现了底层劳动妇女在革命战
争岁月中的觉醒与成长，体现出冯德英对母
爱的钦佩、女性命运的关怀。

母亲的成长主要基于革命儿女的影响，
儿女的人生选择改变了母亲的生活道路与性
格。母亲之所以与革命发生关系并一直与革
命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她有一颗慈母之
心。为了儿女她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
能够突破生理极限创造奇迹。因为母爱，以

己之心度人之心，母亲呵护着与自己儿女一
样离家在外为革命奔波的年轻男女，把自己
的家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把自己变成了所有
革命者的母亲。与母爱相伴的是对敌人的仇
恨。在经历了朋友、乡邻，尤其是心爱小女
儿被敌人杀戮之后，母亲仇恨的怒火射向敌
人。基于母爱，母亲才把骨肉之爱扩大到阶
级之爱，把家族仇恨扩大到阶级仇恨。小说
没有因为张扬阶级之爱而否定母爱的作用。
对母亲影响最大的是女儿娟子。因为参加了
革命，娟子这个普通农家女，突破传统性别
角色束缚，拿起枪杆走进社会公共领域，得
到了美好爱情，成为有力量、有智慧的女战
士、女英雄。革命改变女性命运，开阔女性
生存空间，让底层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利
和自由。参加革命以后娟子的精神以及社会
地位的变化，让母亲看到妇女还有另外一种
人生道路。基于母爱，基于亲身经历的性别
之痛，也基于对传统妇女性别角色规范与悲
剧命运的不满，母亲从无意地帮助女儿的革
命行动，到自觉地帮助女儿、积极参与到女
儿的革命活动之中，由革命的恐惧者—观望
者—同情者变成革命的维护者、参与者。

母亲在中国乡村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中成长，母亲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的变化反
映了新旧时代的变化，旧的时代决定了以男
性/强者为主导的冯家与王唯一的孤独决斗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时代以女性/弱者
为主要参与者的与地主和外族侵略者的群体
战斗最终必然胜利，这里力量强弱依据的不
是性别秩序，而是历史逻辑。《苦菜花》写
出中国底层妇女解放与革命历史推进的关
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妇女在这一解放
路程上所遭遇的性别罹难。

性爱主题

与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化

现代启蒙思潮赋予私人化性爱话语以崇
尚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宏大主题。然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现代性主题被压
抑，性爱快感带来的破坏腐蚀作用被凸显。
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苦菜花》对青年男女
性爱的叙述是独树一帜的。

《苦菜花》最大胆、最少迂腐气的爱情
描写是杏莉母亲、花子两个女性的婚外情。
小说对杏莉母亲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婚外
情的书写在一定层面上沿袭着五四文化中张
扬人性与反对专制的主题，并且巧妙地将这
一现代启蒙主题与当代革命伦理相结合，使
其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小说将这两段以女
性为主导的婚外情写得非常感人，把这种
“犯禁”的行为书写成是人性释放、生命怒
放。这两段婚外情还担负着政治功能，证明
只有参加革命才能保证个人幸福。尽管，杏

莉母亲、花子背叛的男性是地主阶级而投入
的男性是农民阶级，男性的阶级属性让这一
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这种私情
要被革命伦理认可，还需要付出代价，经过
革命洗礼。杏莉母亲和王长锁遭受被敌人侮
辱、控制与女儿被杀之惩戒，他们为革命作
出了贡献，冒着生命危险从牢狱中将母亲解
救出来，在革命政权帮助下成了合法夫妻，
又有了家族继承人。花子、老起“未婚先
孕”，遭遇到恪守封建礼教的父亲、村干
部与婆家人的严厉打击，是党组织解救了
二人。但是，小说又为这对恋人安排了一
场更严峻的考验。在日本侵略者屠杀革命
者的时候，花子为保护八路军排长王东
海，舍弃了丈夫老起。王东海被花子的行
为所感动，舍弃了年轻、漂亮、知识分子
出身的革命军人白芸，选择健壮农妇花子
为妻。王东海的抉择，既是针对花子本人
的报恩行动，也是顺应革命的召唤。在革
命文化语境中男性革命者的理想爱人已不
再是“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知识女
性，而是健壮的有些男性化的劳动妇女。至
此，冯德英对婚外情的解读和女性审美的书
写又回到时代所推行的话语之中。

其次，《苦菜花》深入青年男女内心世
界，写出革命者的身体感受、心理波动，
写出爱情为他们带来的幸福喜悦感。革命
者姜永泉和娟子、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
故事延续着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路
数。对于革命者，小说也没有回避其身体
欲望。当然，冯德英并没有让革命者完全
沉湎于个人情爱之中。娟子和姜永泉在新
婚之夜想起了党和牺牲的战友，相互激励
为革命事业献身；赵星梅和纪铁功在久别
重逢、相互依偎之时理智地克制情感冲
动，想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责任。如果说
这些成熟革命者的爱情还是阶级性与革命
性相统一的产物，那么，杏莉和德强这一
对小儿女的爱情则有些偏离这一规范。杏
莉生父是长工，养父是地主汉奸，母亲也
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其社会身份就有双
重性，但是小说没有顾忌杏莉身上与生俱来
的“原罪”，酣畅恣肆地描述这一对小儿女
美好纯真的爱情。

《苦菜花》呼应时代召唤，按照政治话
语规范叙述革命历史，但是，作家所接受的
多重文化滋养以及独特个人体验，使小说在
具体叙述过程中又不断地逸出政治话语规
范，让这朵来自昆嵛山的“文学野花”包含
赞美抗日军民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
揭示底层妇女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歌颂
母性与情爱等多重主题，呈现出当代政治文
化与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学等话语相
互纠缠转化的文化多质性。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签
约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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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借力东风好行船

□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5·四季水墨——— 当代优秀艺术家

中国画提名展(济南站)”展览，11月28日下午在新开馆的
杜大恺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刘德维、杜大恺、刘巨德、刘牧、张
培成、老圃、周京新、陈辉、徐华翔、方向、雷子人、丘
挺等十二位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水墨新作60余幅。杜大恺的
《器物肖像》、刘德维的《登封王城岗的曙光》《瀹茗看
山》、刘巨德的《舞蹈家》《褐石》、陈辉的《堂前依旧
故人影》《溪水冬寒》、老圃的《莲升图》《蒙山写真》
等作品，都让观众驻足细细观赏。

五位参展画家来到展厅与观众交流互动。刘德维在自
己的作品《登封王城岗的曙光》前介绍说：“我创作这幅
画的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封王城岗，这处遗迹生动
地体现着我们先民的智慧，希望大家从这幅画中体会到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省文联主席潘鲁生表示，“‘四季水墨’作为一个国
画界的品牌，推动着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在新水
墨的探索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展览，呈现出一种新
的气象，在水墨画的传承、创新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
和尝试。为水墨画创作找到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正是现
代水墨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省美协主席张志民先生说：“‘四季水墨’这一活
动，既包括对水墨语言的探索，也包括对水墨精神的探
索。它对艺术交流和艺术创作实践都会起到积极的作
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4日，山东美术馆、山东画院联合

举办“帮扶第一书记书画笔会”。25位高水平书画家齐聚
山东美术馆，参加了书画笔会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笔会共创作书法、国画作品38
幅，筹得的所有款项将全部无偿捐献给郓城县黄集乡的
“第一书记”帮扶村，用于乡亲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参加这次笔会的书画家都是“实力派”。山东画院组
织孔维克、梁文博、王小晖、韩玮、王磐德、张德娜、常
朝晖、杨晓刚、贾荣志、吴勇军、董海泉、陈天豪，山东
美术馆组织刘锡山、刘书军、张宏伟、王建国、刘喜欣、
何茂峰、徐康、杨大鲁、张民生、徐峰、孙玉来、曲光
辉、李亚桃等书画名家参加。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著名国画家刘书军说：“打赢脱
贫攻坚战，我们艺术家义不容辞，今天这次笔会，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献爱心、看行动的机会。”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党总支书记柳延春表示：“尽管
我们没有在‘第一书记’的主战场工作，但是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帮助‘第一书记’做好帮扶工作。”他介绍
说，笔会活动倡议得到了山东美术馆、山东画院画家的
积极响应。不仅在职的艺术家，而且已经退休的老先生
听到消息后，也赶到了笔会现场，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
热心公益，投身国家扶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让人非常
感动。

帮扶第一书记书画笔会举办

当代优秀艺术家中国画

提名展亮相杜大恺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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