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日前，郭敬明担任男团选秀节目《少年之
名》导师，并为其创作主题曲，成功上了微博
热搜。近年来，“评委”“导演”“出版人”等身份
已成功掩盖“作家”，成为郭敬明新的定位，为
他带来更大的热度与名气。17年前，凭借一部

《幻城》“横空出世”，郭敬明被人们熟知关注，
并与韩寒、张悦然、春树等人成为80后作家代
表，深受青少年追捧。

近20年过去了，80后作家也即将“不
惑”。80后作家，这支被贴上代际标签的队
伍发生了哪些调整？他们的整体风貌又是如
何？

早早出场的“新概念作家”

提起80后作家，不得不说“一篇文章改
变人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
明、张悦然等人正是通过大赛成功出道，
“自动组队”的80后作家，既打造出“80后
作家”的高光时刻，也将“80后作家”这一
群体“叛逆怪癖”“生冷伤痛”“细腻唯
美”等“青春文学”标签固化在大众心中。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顾广梅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区别于传统文学新人的出场
方式，新概念作文大赛为80后作家提供了不
一样的“入圈”途径。“在80后作家出场以
前，大家都是在《收获》《人民文学》等精
英纯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获得批评界关
注，并凭借优秀的作品摘得奖项，进入文学
圈。作家这职业是‘老天爷赏饭吃’，大赛
无疑为那些有写作天赋和才气的青年提供了
便捷的舞台。”

上海少年韩寒就是通过一篇《杯中窥人》
的复赛作品摘得一等奖，走进大众视野。首部
长篇小说《三重门》助他一举成名，累计发行
200万册；文集《零下一度》获得当年全国图书
畅销排行榜第一名。2003年，他开始职业赛车
手生涯，其间，他写博客、出唱片、编杂志、发
布APP，不再以纯文学创作引得关注。2014年，
韩寒导演的电影《后会无期》上映，上映18天，
票房近6亿元。随后，电影《乘风破浪》《飞驰人
生》相继上映，均获得不错口碑。

作为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
等奖的获得者，郭敬明成功迈入文学圈。与韩
寒叛逆犀利的文风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更加
唯美细腻，聚焦青春成长的伤痛与孤独，迅速
受到青少年追捧。长篇小说《幻城》《梦里花落
知多少》等作品出版后，颇有商业头脑的郭敬
明，成立文学创作工作室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还推出了类似新概念作文大赛的“THE
NEXT文学之星作文大赛”，成功地从“作家”
转为“出版商”、从“参赛者”转为“组织者”。他
还导演电影，并引发业界对《小时代》“流量电
影”的讨论，又从幕后走向台前，参加了《演员
请就位》《少年之名》等综艺节目。

不难发现，2010年之后，韩寒、郭敬明已
经很少涉足纯文学圈，跨界之举频频，并全面
开花。文学圈之外的生活，他们过得风生水
起。

同样是“新概念作家”，不同于韩寒、
郭敬明等人的出走，获得第三届新概念大赛
一等奖的张悦然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她也是
一位山东籍80后作家。

2016年8月，长篇小说《茧》出版，用张
悦然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同“历史的阴
影”角力的小说，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成
长小说”，而她本人也在和小说一起成长
着。作者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
父辈的恩怨纠葛，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层层抽
丝剥茧的漫长过程，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
遇与心灵困境展开在读者面前。

201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研讨会
上，回到家乡的张悦然表达了自己的写作伦
理和历史观。她说，祖辈的世界相对当代人
是沉默、威严的，这种威严会伤害到不同时
代人的对话意愿，只能用感觉上的真实通过
小说来发声。“人的过去是不被遗忘的，历
史是内心的真实，历史会伴随我们成长，使
得‘茧’不断成熟。我们在‘茧’中找寻出
口，由‘茧’启发，在‘作茧自缚’与‘破
茧而出’之间，我们选择后者。”

“《茧》这部作品，折射出张悦然对历
史命题的思考与探索。”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马兵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及，张悦然在保持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世情冷暖的幽
微刻画等写作手法的同时，开始关注厚重的
时代话题与现实命题。顾广梅认为，《茧》
与以往的成长书写显著不同的是，集中书写
了漫长、孤独和匮乏的童年期，男女主人公
寻父的过程实际上是寻找精神之父、象征之
父，而历史是最大的象征之父，通过与其抗
辩性的对话完成对父亲镜像的认同，她坦陈
母女关系的建构比起父女关系显得扭曲，母
亲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多少有些令人沮丧。

“鲁军新力量”正获得关注

除却张悦然，通过传统文学“出场方
式”走进文坛的80后作家中，不乏山东籍青
年。马兵表示，客观地说，就创作的实绩和
社会反响而言，山东青年小说家群体并没有
走在全国前列，但他们中的代表，包括80后
的魏思孝、程相崧、乔洪涛、老四都没有沉
陷于某种青春写作的媚俗或恶趣味之中，而
是力求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记录下比他
们的年纪更重要的关于“历史年纪”的记
忆。顾广梅也对“鲁军新力量”给予极大肯
定和殷切期盼。

程相崧和乔洪涛是山东80后一辈小说家
中被外界关注较早的两位，在续写山东乡土
文学传统，观照乡村本质化的转型之后人心
与伦理观念的畸变及其带给个体的痛痒之感
上有不谋而合之处。而魏思孝、老四的写作
带有鲜明的异质性，因而也有着极高的辨识
度。

近来名气越来越大的魏思孝是“小镇青
年”文学代表，前期写作多表现底层青年的
生存状态，近几年的写作多为乡村题材，已

出版《不明物》《豁然头落》《嘘，听你
说》《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
小说集。“他所有的作品也许可以用一句话
来概括，那就是他别出心裁地用某种貌似在
讲述有意义事物的方法讲述无意义的事
物。”马兵分析说，这从魏思孝给小说命名
的方式就可见一斑，诸如《身体不健康的人
没有前途》《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欢天喜地》
《这个月的星座运势出来了吗》等等。顾广
梅认为，魏思孝是通过小说写作，尽可能呈
现出在个人与生活以及时代的碰撞中，所迸
发出转瞬即逝的火花，成为一名生活的记录
者。

通过翻阅老四、刘星元、吴昊燕等山东
籍80后作家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都是20
多岁写诗歌，30多岁写小说、散文。“这是
一个有趣也值得注意的现象。”顾广梅阐
释，随着倾诉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开始用
叙事的方式讲述人与事。

老四在诗歌和小说两种文体中不断转
换，“如果说诗歌是辽阔的天空，那么小说
则是广袤的大地，我愿意站在大地上仰望星
空”。刘星元的作品，则善于选取被人废弃
不用的“边角料”，意在从那些细微之物上
触摸到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从吴
昊燕近年发表的《石榴与白鸟》《过敏》
《无影》等短篇作品来看，她在小说形式探
索与题材选择上，接续了上世纪90年代女性
写作的传统，隐隐带有先锋和实验的意识，
同时又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现实主
义文学传统的主动融合。

很有特色的一代人

以代际命名80后作家这一群体，有一定
合理性。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深受成长
环境的影响，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逻
辑。但“80后作家”这一标签也会掩盖作品
的个性特色，忽略作家的多面性。

马兵认为，凝固化“80后作家”是不妥
当的。“有些读者习惯性把80后作家等同为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其实不是很合
适。因为2010年以后，韩寒、郭敬明等人已
不在纯文学圈产生影响，不再受文学界和批
评界关注。”“在其他国家文学圈，没有80
后作家这一代际概念。其实，我们把一个写作
群体称为80后作家，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能指与所指实现统一的词语，用来描述他
们。”顾广梅笑着说，“我们有点偷懒。”

当下80后作家的主力军，并没有因新概
念大赛“一炮而红”，而是从传统文学路子中
走了出来。这充分证明原有的新人出道机制
是有效的，另外，作协收编力量十分强大，他
们能够敏锐地捕捉文学新力量，并发掘培养
他们。为新人提供发展平台和资源，助力他们
尽快成长。

以“铁西三剑客”80后作家双雪涛、班宇、
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深受文坛关
注。“新东北作家群”，这一命名虽还在商榷
中，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以此称呼他们已
是对其极高的赞扬。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周建新认为，萧红、萧
军、端木蕻良等这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
年，自发形成文学群体，创作出了《呼兰河传》

《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作品，发出了抗日
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
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
成一团，散发出浓郁的乡土眷恋和粗犷的地
方风格。“这是东北作家群的源流。”而“铁西
三剑客”用自然流畅的笔法、朴实粗犷的语
言、虚构现实的手法记录了东北经济转轨时
期的改革大潮，以及人们对明天的美好向往。
顾广梅说，是老工业基地厚重的文学“黑土
地”，赋予了他们创作中的时代感。“是历史、
时代、空间馈赠给这些作家宝藏。”

与此同时，广州80后作家王威廉、陈再
见、陈崇正等人正走在全国文学前列。顾广梅
认为，学养充分、知识结构完备是他们的共同
特点，但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却成功避免了

“理论强、下笔弱”的缺点，成功突破了理论禁
锢。

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是王威廉。批评家
吴义勤对其作品评价为，王威廉的小说叙事
充满思想和艺术张力，语言既有形而下的鲜
活感，又有形而上的思辨度，其对人性的解剖
鲜血淋漓，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与震撼力，显
示了诡异而神秘的气质。此前，第十一届“万
松浦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王威廉的短篇小
说《草原蓝鲸》赫然在列。

顾广梅评价，80后作家是很有特色的一
代人。他们总是一次次向传统阅读发起挑战，
反情节反故事的叙事特点，为读者提供全新
的阅读体验。他们追求自由自在的面相，用
无限的活力去无限地创作……

80后作家，人近中年

□ 王文珏

【关键词】关注老年生活的内地连续剧
《老闺蜜》上映 《柯明斯基理论》是怎么看
待老年的

老龄化，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老年
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关注老年
生活的影视作品也随之暴增。5月8日，五大影后
级别的老戏骨联袂出演的《老闺蜜》，率先在上
海东方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潘虹、王馥荔、朱
茵、吴冕、宋晓英……绝对的老年女团豪华阵
容。几集看下来，发觉中西方之间审视老年生活
的视角、表现方式如此不同，也近乎两种文化之
间对于“降解”老年困难的差异。

潘虹说自己这两年被电视剧伤着了。来联
系的都是恶婆婆、厉害丈母娘之类的角色，她

发觉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是的，世界越来越
小正是老年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怎么面对，
如何理解？如果老年是一种冷，人类怎样让这
种冷不会冻伤自己，有一些暖意？

《老闺蜜》的五人出征，本身就说明了一
种倾向——— 抱团。五位身份职业、教育背景各
不相同的女性各自带着生命中的骄傲和遗憾、
对老年的不适，紧紧维系在一起。儿女的事、
老伴的事，甚至当年的初恋，都在这抱团取暖
中得到慰藉。就像我们的娘亲，一点倾诉，一
点倾听，或者知道彼此都有差不多的烦心事，
自己的烦心事就能得到某种稀释，孤独也在交
互中褪去了最可怕的专注、绝对。

多么熟悉的人间烟火。多少年多少代，我
们一直喜欢这样的人间烟火，嘈杂却温暖，平
添烦恼也给了无数依赖。我们怕失去生活，那
活色生香锅气十足的日子。

而连续剧《柯明斯基理论》中，两位加起
来160岁的老爷子，他们怕的是失去灵魂。灵
魂在哪儿？在自己能够创造、带来的价值上。
无论于己于人，价值都是一种正向回馈，它很

像雷达，靠碰触周边的反馈来定位自己。失去
了雷达的人生，就失去了自我定位。

奥斯卡影帝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艾伦·阿
金，在剧中塑造了曾呼风唤雨的好莱坞核心人
物。如今他们养老不易，消费降级生活也随之
一降再降，而这也是当下美国老年阶层的普遍
现实。与周边的摩擦碰撞，得到的是失意与怒
气。自我，在不如人意的背景下，被凸显得更
加无力、孤立无援。柯剧采用彻底的老年化视
角，从内部作出了全面解剖。

老年的残酷被摆放得更清晰、更绝对。看
看其中几集的“题眼”：“财政危机”“前列
腺”“吸毒的女儿”……生活的质量、自我的
生理和心理，是一道道过于寒凉的月光。所有
尴尬里都有辛酸，而所有辛酸博取的并非同
情，而是一个赛一个的犀利真实，也因此，他
们的解脱之路或者说与困境的共存，都显得格
外现实主义。在某些部分，毒舌对白会很坦诚
地告诉你，老年生活并不意味着智慧宽容能自
动来到，刻薄、怒气和斤斤计较也许来得更
早。你所要做的，实际上是一场与向下沉降自

我的搏斗。也因此，故事的纾解并不来自社交
生活的温暖，而是与自我的和解，哪怕是不情
愿的、被动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人能帮到自
己，这才是老爷子接受现实的内心真实。

各凭态度乘风浪，东西方的对比如此鲜
明。我们的老年剧离不开家庭生活，尤其是女
性老年角色，大多停留在婆婆妈妈的层面。东
方面对老年生活，分外需要团聚陪伴。于是电
视屏幕上的退休生活很有一种热闹感，甚至悲
伤也得热闹。这含着另一种真实——— 大多数人
不喜欢直接面对太残酷的东西。《老闺蜜》
中，潘虹饰演的角色留给充满老年偏见的柜姐
一个高傲的背影，她给自己买下颜色明灿的裙
子，也给自己买了纸尿裤，昂首而去。老去的
苦涩在剧中点到为止。而柯剧中两位更老的老
年人，以完整的自我站出来，所有的颓唐失
落，荣光记忆，所有甘与不甘，棱角分明，他
们在自我中遇到的困境，也只能更多靠自我硬
碰硬地克化。中国人重协作沟通，西方人重自
我。不同文化差异下，为“老”作出的纾困，
散发出不同味道。

看看《老闺蜜》与《柯明斯基理论》如何讲“老”———

人间烟火还是独自跳舞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
布《关于开展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通
知》。根据该通知，今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主题为“文物赋彩全面小康”，主场城市有关
活动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活动将加强抗疫文物展
示宣传。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组织抗疫文
物征集，鼓励举办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或疫情防
控知识普及的展览展示活动，展现各地各部门共克
时艰、齐心抗疫的生动事迹，体现文物抗疫的独特作
用。此外，活动将开展文物惠民活动。各地文物部门
可因地制宜举办文物保护单位预约参观、线下或线
上文物展览展示及宣传教育活动，提供网络展览、线
上讲解、文博云课堂等惠民服务。同时，充分运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媒体融合传播，宣传传播文物
工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方面
的显著成绩。

《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线》

播出

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国家安全部联合摄制的十集纪录片《周恩来和中共
隐蔽战线》5月11日起在CCTV-4《国家记忆》栏目播
出。该片根据中共隐蔽战线珍贵史料，首度全景式展
现了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和人民事业立下的
不朽功勋。

该片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专家解读及亲历
者后代的口述，首次权威展现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
线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调研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后，该片有许多权
威的披露：首度披露廖仲恺遇刺案的破获经过、日籍
反战人士中西功如何传递绝密情报、周恩来指导和
秘密设立交通线等史实，首度披露情报保卫人员如
何在重庆谈判期间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如何
指挥各大情报系统秘密营救民主人士北上等历史瞬
间，首度披露中共隐蔽战线人员如何侦察破获蒋介
石特务组织暗杀刘少奇的全部过程，首度披露了卫
立煌与周恩来的友谊以及卫立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安全返回大陆的故事等等，立体还原了中共隐蔽战
线发展的历史及成就，彰显了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
运筹帷幄，带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浴血暗战的卓
著功绩。

纪录片为观众呈现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和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影像资料以及亲历者、革
命者后代的采访，还原了中共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披露中共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信
仰坚定、忠贞不渝、冒险犯难、勇于牺牲的精神特质，
展现了周恩来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
者，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的奉献。

原创音乐剧《一爱千年》

将在线上首演

据新华社，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歌
剧舞剧院原创音乐剧《一爱千年》将于5月19日在优
酷独家播出。

这部音乐剧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白蛇传》，用
四幕篇幅讲述了“断桥相会”“药房成亲”“水漫金山”

“雷峰塔毁”四段情节，以“爱”的视角全新演绎这段
家喻户晓的神话爱情故事，并通过多媒体等现代科
技手段让观众欣赏到视听俱佳的演出效果。

此剧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担任艺术总
监，词曲作家陈小奇担任编剧，作曲家李小兵担任作
曲，毛伟伟担任总导演。剧中主要演员均来自中国歌
剧舞剧院歌剧团，其中“80后”“90后”青年演员各占
一半。

陶诚说，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剧院推陈出
新，将“线上先首演、线下再巡演”的全新演出理念运
用到国产原创音乐剧推广中，将高质量的舞台艺术
作品以云上演出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观众。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

将在南京博物院举行

据新华社，记者11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2020
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
获悉，本次主会场活动将于18日在南京博物院举行。

国家文物局与新华社首个合作项目“国云展”平
台也将在当日启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平
台汇集、展示全国博物馆优秀线上展览项目，并组织
开展“博物馆展览云直播活动”，邀请文化名人携手
馆内专家，以直播方式解读优秀展览项目。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
物馆：多元和包容”，这在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看来，
与中华文化的变迁颇为契合。据他介绍，南京博物院
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8
家文博机构共同策划的“融·合：从春秋到秦汉———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元与包容”特展将于18日亮相，
选取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属性的
精品文物200余件（套），向观众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包容开放的独特气质。

据悉，在今年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有关单位将
在现场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一批反映合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物证资料，并举行向医护人员致敬活动。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今年“遗产日”活动

将突出抗疫文物展示宣传

从左至右依次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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