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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给全国

人民的生命安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

重要影响。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一道被

裹胁其中，既是疫情的受害者，也是抗疫、防

疫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疫情的观察者。疫情

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情感

和人性实验场，成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理解

人和社会的一面透镜。因此在当下，疫情和

防疫成为文艺创作要面对的“第一现场”和

“第一现实”。

用文艺的方式记录疫情，反映个人与社

会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的经历，呈现特殊时期

的人情冷暖，用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

表现对人民的同情，鼓舞抗疫的士气，反思

道德和人性，是文艺创作应当有的责任担

当。伴随疫情出现和抗疫工作进展，网络

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就不断涌现以之为主题

的诗歌、散文、摄影、美术、曲艺等作品，可

见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现实保持着高度的

敏感。瘟疫作为人类的大敌，一直是世界

文艺中的重要主题，加缪的《鼠疫》、马尔克

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薄伽丘的《十日

谈》等小说，丹麦拉斯·冯·提尔的《瘟疫》、

韩国延尚昊的《釜山行》、金成洙的《流感》

等电影作品，都对瘟疫和瘟疫中人的生存状

态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中国也有很多文艺

作品有反映瘟疫的内容，例如沈从文的《泥

涂》、鲁彦的《岔路》、毕淑敏的《花冠病毒》、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小说，电影则有《大

明劫》等。

在这次全国人民的抗疫斗争中，网络发

挥了重大作用，在及时传递疫情信息的同

时，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短视频等成为人

民群众特殊时期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一

方面，广大网民和网络作家、艺术家们依托

网络不断创制和生产新的网络文艺作品，另

一方面，在之前的网络作品中，也有一大批

或正面或侧面书写瘟疫的作品。这些作品

或描写瘟疫给人与社会造成的伤痛，或展

现人与瘟疫做斗争的顽强精神，或者将瘟

疫的流行作为检验情感、道德和人性的环境

要件。有关瘟疫的情节不仅在推进人物命

运、塑造人物性格形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客观上也有助于受众认清瘟疫的严重性，并

在与人物的共情中增强与瘟疫搏斗的信心

和决心。

在唐家三少的网络小说《斗罗大陆》中，

美丽的女神圣灵斗罗雅莉在一场瘟疫中成

就了自己的功业，获得了生命的飞升。雅莉

是在贫民窟中出生的，她的武魂是祈愿天

使，成为魂师之后也没有离开贫民窟，继续

帮助这里的人治病，表现出了面对弱者时的

悲悯和善良。斗罗大陆发生了一场瘟疫灾

难，感染范围甚广，无数人受灾，雅莉为了拯

救更多的人只能燃烧自己的生命，在精力耗

尽之后失去了意识。随后她被送回了她任

职的史莱克学院，沉睡了一年之后醒来，成

为了封号斗罗。正是她在防疫过程中燃烧

自己的行动增强了她修炼时的念力与信仰，

舍身忘死救治他人的行为使她成了天使。

雅莉的生命升华是对她与瘟疫斗争中舍己

为人善行的褒奖，小说向读者传达的是善与

美的道德感召力。

机器人瓦力的悬疑小说《瘟疫医生》塑

造了在超级系统下成长起来的与瘟疫抗争

的青年医生顾俊，征服瘟疫是整部作品最重

要的叙事目标之一。小说开篇就描写瘟疫

到来后慌乱的人们四处寻求庇护，昔日的闹

市变成凋敝之地的恐怖景象。由邪恶组织

通过异世界通道，并用各种介质传播具有超

强传染能力的病毒，给人类世界造成了严重

后果。顾俊的父母都是那个邪恶组织的成

员，他的出生和成长也是经过系统设计的，

但是他却选择反抗自身的命运，反抗看似天

然存在的邪恶秩序。小说洋溢着人类战胜

瘟疫、战胜邪恶的大无畏精神。

瘟疫对个人命运和情感的伤害也是网

络文艺作品重点表现的内容。在由天下霸

唱小说改编的网剧《鬼吹灯之怒晴湘西》中，

搬山道人鹧鸪哨阅历极广，他秉持中国传统

的侠义道精神，为人慷慨大方，胆识和身手

过人，肩负着为本门寻找雮尘珠的重任。常

胜山的头目红姑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敏与

敢爱敢恨的性情，外貌明艳动人，性烈如火

且身手不凡。这样令人艳羡、被读者和观众

寄予热情期待的一对有情人，却因为疫病失

去了成为眷属的机会，随后红姑娘染上瘟疫

死去，鹧鸪哨也在途中受了重伤，心灰意冷

之下远赴美国另娶他人，结婚生子后客死他

乡。人的命运因瘟疫而改变，美好的爱情期

待化为乌有，令人悲情难抑。

在网络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瘟疫

成为检验人性和道德的工具，主要体现在

濮阳缨这个角色身上。夜秦国瘟疫泛滥之

后，大梁为了自保封锁边境，夜秦因疫情而

导致灭国。濮阳缨本就被排斥在外，母亲

又在兄弟两人身染疫病时将唯一的生存机

会留给了比他优秀的哥哥。侥幸存活下来

的濮阳缨在大梁站稳脚跟后开始复仇计

划，他不仅陷害长林王父子三人，更有计划

地培养病源，将从瘟疫病人眼中流下的污

血投入京西赤霞镇，使瘟疫在京城传播开

来。幸得扶风堂黎老堂主辨明了疫症，为

防止疫情扩散，荀白水获得萧平章的支持

下令封城，才控制住了大局。濮阳缨制造

瘟疫的恶行令人发指，也成为他“大反派”角

色的重要象征。

在流潋紫的《甄嬛传》中也有对瘟疫的

描写，宫中对瘟疫的处置过程成为展现人物

之间矛盾冲突的一场大戏。华妃借宫中大

闹时疫的机会把患病太监用过的茶具送给

了沈眉庄，沈眉庄因此染上瘟疫，好在得到

了温实初救助才转危为安。“宫斗”的主题在

这场面对瘟疫的较力中得到了强化。

当疫情到来时，无论是《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中封锁道路、关闭城门，以及在医生指

导下对症服用药物，还是《甄嬛传》里太医建

议在宫中四处焚烧艾叶以驱疫毒，都是符合

现代医学防治瘟疫原理的科学方法，网络文

艺以形象化的手法向读者传递着古老的中

医知识。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在这方面有所

欠缺，前不久热播的网络剧《庆余年》中就存

在这样的问题。林婉儿身患肺痨咯血，也就

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这在古代是不治之

症。从现代穿越而来的范闲让她多吃鸡腿、

多开窗通风，这有助于她的身体健康，从现

代医学角度看，这两种做法都是必要的。但

却从不见林府上下以及包括范闲在内的所

有与林婉儿有接触的人做任何防护，这也许

是作者一时疏忽，但显然没有遵守防止传染

的医学方法。

作为网络时代发展起来的新兴文艺形

态，网络文艺对现实的反映不仅直接、及时，

其选材的广度和主题的深度也提升了作品

的社会价值，是反映时代文化和精神风潮的

“风向标”和“晴雨表”。以上反映疫情和弘

扬人类抗疫精神的书写，连同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诞生的优秀网络文艺作品一道，必

将为全国疫情防控增添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原编辑、编审

戴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戴骢，原名戴际安，1933年 1月出生。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译著《哈扎尔辞典》《金玫瑰》《骑兵

军》《蒲宁文集》等。曾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等。

戴骢同志逝世

刘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刘章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0年2月20日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2岁。

刘章，笔名尔玉，193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

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燕山歌》《南国行》《北山恋》《刘章

诗词》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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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广西，豪杰辈出，风起云涌；百年广西文学，作家如林，繁花似锦。曾经的

“南蛮”之地，曾经的沧海桑田，曾经的新文学先行者梁宗岱、胡明树、周钢鸣，曾经

的桂林抗战文学，曾经开放进取的岭南现代文化，曾经的凤子、梁羽生、黄谷柳，曾

经的《刘三姐》、曾经的韦其麟的《百鸟衣》、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曾经的李栋、王

云高的《彩云归》，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

雨淋湿的河》，乃至今日的田耳、黄咏梅、凡一平、光盘、映川、朱山坡、李约热、陶丽

群……凡此种种，浩浩荡荡，一一结集于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刘铁群主持编著的

《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1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12月版）。

这是百年之业，这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记得两年前，黄伟林教授曾与我提

过此构想并邀我同行。我惊喜道：您的学术野心够大啊，这是大事伟业，需要下功

夫打磨。我一个坐班族哪来的这么多时间，深知兹事体大，深怕拖累团队，便婉拒

了。没料到，黄伟林带着他的团队做出来了。2018年，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

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7种文体分类分卷选编，每卷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

10年一小辑，每部（篇）作品附录作家简介、作品信息、创作评论、作品点评、文学史

评价、作者自述等多种信息，以洋洋 7卷 12册《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

201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

礼。如今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扩充到广西百年文学，以此致敬百年五四新文化运

动，为新中国成立70年献礼，为一个个广西文学现象、文学个体，写真、审美、铭

史，为百年广西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当可彪炳广西文化史册。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文学根性与文学传统，作家从足下的土地出发，自

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种地理的文学自觉，终会以其独特性

与世界文学对话。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文学创作，就是广西地域文化与民族族群

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一方面，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

族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人文地理上，地处偏僻，北回归线横贯广西的生机

与繁茂，加之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

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两广同属岭南，而在中国近代

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以开放进取而独领风骚，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概括：“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到五四新文学，到40年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

的贡献”。是的，现代文明较早在岭南生根发芽及至壮大，拥有自己的兼容并包和开放进取。诸如广西近代

西江、珠江几大水道咽喉，进来，出去，世界被打开时便是开放，便有广西的新旧桂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桂

林抗战文化城等等。凡此种种，便形成了广西百年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

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自己文学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

忍，或民族特性、异质幻魅，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

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纵观全书，《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较好地厘清百年广西的文学脉络，可以看到文学

与时代同行的历史脉络，也可以看到各文体自身的发展与自我创造、自我更新。大系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代表性。选编的作家作品不少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名家名篇，如《长篇小说卷》收入黄谷柳的《虾球

传》、艾芜的《山野》、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

继树的《桂系演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中篇小说卷》选入司马文森的《南线》、华山的《鸡毛信》、东

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短篇小说卷》中王鲁彦的《我们的喇叭》、白先勇的《玉

卿嫂》《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花桥荣记》、李英敏的《椰风蕉雨》、李栋和王云高的《彩云归》、陈建功的《迷

乱的星空》《飘逝的花头巾》等，《散文卷》《诗歌卷》更是名家荟萃：梁宗岱、王力、严杰人、胡明树、周钢鸣、林

焕平、艾青、黄药眠、秦似、陆地（壮族）、阳太阳、彭燕郊、曾敏之（仫佬族）、李英敏（京族）、苗延秀（侗族）、莎

红（壮族）、包玉堂（仫佬族）、韦其麟（壮族）、凌渡（壮族）等等，《戏剧卷》选入欧阳予倩在桂林创作的《梁红

玉》《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桂林夜话》、孟超的《被淘汰的人们》、陈迩东的《鬼》、集体创作的《刘

三姐》、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梅帅元的《羽人梦》，还有张仁胜、常剑钧的《哪嗬咿嗬嗨》等，而有些新秀的

作品还有待时间检验，但都属有审美个性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广西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

二是广阔的文学史视野。百年人文广西杂花生树，能够在史与识的时空坐标中发现亮点并进行选编，

既立足广西，又要有中国百年社会与文学的整体性胸怀，编者以对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关怀，在宏观背景上进

行选编，按文体分类，尽可能以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详实的史料还原百年广西文学，比如《史料卷》入选标

准是广西作者以研究广西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的评论文章，同时收入以桂林文坛为评说对象的纪实性

文章，力求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纹理，而其中评论大家、广西百色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谈诗》《论崇高》

《试论直觉与表现》等，既令我们领略到中国现代第一位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家的美学建树，又读到他对作家

作品精准超凡的论述。此外，大系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还担负着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黄伟

林的团队正是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以及文献版本的汇校中，有不少可贵的新的发现。如《诗歌卷》对

广西容县人欧查的新发现，这位就读复旦大学，留日归来的左联女诗人，不仅诗作脱俗，1933年在上海还创

办了《现代妇女》杂志，鲁迅曾书赠《酉午秋偶成》诗一首，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戏剧卷》中发掘出抗战桂林

文化城的哈庸凡、朱门弦，及其对传统戏剧改良的贡献；大系还发现并找到广西戏剧老人莎色，这位值得书

写又被长期遗忘的编剧，正是1965年总政话剧团公演的轰动一时的名剧《南方来信》的第一作者，时任广西

话剧团演员。他们还新发现广西文学先贤胡明树的多个笔名（徐善源、徐力衡）和新作，诸如种种。总之，编

著者在历史情景中重新发现与丰富了文学史的朴素描述，努力于文学的经典化，体现了编著者对“史才、史

学、史识、史德”的追求。当然，面对百年史料，也难免遗珠。

三是文学的多样性。编者坚持既选编本土广西作家作品，又选入移居他乡乃至海外的桂籍作家，以及

在广西生活工作3年以上的外乡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既是艾芜、彭燕郊、骆宾基、司马

文森等人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又留下茅盾、巴金、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骆宾基等人在桂林创作

的优秀作品，可惜后面几位大家在桂林生活不足3年，而令选编者扼腕断臂。还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

佛西等人影响深远的戏剧。还有少小离家，或成名后远至他乡的梁羽生、白先勇、罗孚、陈建功、聂震宁、林

白、杨克、陈谦等。编者还坚持吸纳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品，无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或

现实主义或浪漫唯美或魔幻荒诞，等等。而文后还附录发表过的不同批评个性的相关评论，以显示丰繁而

多元的艺术个性。这样大格局的选本，无疑为广西百年文学的经典选本，又是研究广西百年文学的一份珍

贵的史料，颇具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与伟林教授诤友32年，他比我高明，内外兼修，永远以著名的微笑立于不败之地，这明显的精神印记使

他成为人气文学评论家。一是他谦谦君子的儒雅外表，总以诚恳与智慧的微笑示人，是位上善之君。评论

家陈晓明评说他是个“俊逸生动的南方文人”，其做人作文完美地把“精明强干与闲散淡泊两种迥异气质结

合一体”，使之批评自带文人格调。而且他的勤勉敬业，有口皆碑。二是，伟林教授的批评文字一如他所言：

“有人的感情、人的才华、人的体验、人的格调、人的见识”，他实践着法郎士“文学批评是灵魂在作品中的探

险”，追求王国维的“有人之境”。10年前他发表《有难度的批评》，如是论说我的文学批评是“有人之境”的批

评。于我，既是鼓励也是共勉；于他，就有些惺惺相惜了。因为我们的批评写作不约而同地追求学理与灵

性、哲思与诗性，追求有“人气”的批评之境，不同一地，却殊途同归。

还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比《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更

注意火候，也多了些打磨。我们知道学院远离文学现场，难以准确描述与表达文学现象，单靠搜索网络，结

果是永远与真正的文学隔了一堵墙，《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多少带有这个欠缺。伟林教授照

单全收了我这番意见，召集团队尽可能做了修订弥补，显示了一个优秀学者应有的情怀与风范，真正做到学

问中有“人”、有“文”、有“精神”。

黄伟林是壮族子孙，他以一颗赤子之心，穿越百年广西的文学时空，以灵魂发掘真知灼见，一如他30年

坚持不懈深耕广西文学，如今又带领团队构筑《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的人文境界，力求与广西百年历

史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知文著史，金针度人，实属不易。他在大系总导言中深情写到：“从

1919年到2019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历程。广西曾经是新文学初期的化外之地，也曾经扮演

抗战文化的前沿角色。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广西文学与时俱进的步履逐渐从

容……当我们回眸百年广西文学，也不妨将广西文学的繁荣之路比喻为长征。随着新文学又一个百年的开

启，文学的至境也将成为文学桂军的胸中成竹。”

于是，便有了硕果《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系成竹在胸

地展示了百年广西文学的风貌，带着鲜明的历史踪迹、美学风格和经典化过程，便具有了纪念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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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不啻为一个疫情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不啻为一个

巨大的情感和人性实验场巨大的情感和人性实验场，，成为作家艺成为作家艺

术家观察术家观察、、理解人和社会的一面透镜理解人和社会的一面透镜。。因因

此在当下此在当下，，疫情和防疫成为文艺创作要疫情和防疫成为文艺创作要

面对的面对的““第一现场第一现场””和和““第一现实第一现实””。。

据新华社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出版战线紧急出版100多种疫情防控读物，免费

提供一批网上出版资源，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面对疫情肆虐，多一分了解就多一分安全。

为帮助群众理性应对、科学防疫，中宣部出版局紧

急协调重点出版单位和网络平台，安排出版一批

疫情防控选题，策划推进优质出版物网络传播。1

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率先推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防护》。1月30日，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随

后，中国人口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等全国50

余家出版单位纷纷推出新冠肺炎防护指南、宣传

手册、知识绘本等多种防疫读物，一些民族地区出

版社还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

等少数民族文字版，进行网上公益传播，面向基层

免费发放。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出版疫情防控读

物140余种。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在线学习和居家文化需

求大大增加。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加强出版服

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通知，对出版服务

疫情防控作出安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20余家出版单位开放相关

数据库资源，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等平台

积极传播疫情防控数字读物，50余家数字阅读平

台企业设立“免费阅读，共克时艰，取得战‘疫’胜利”阅读

专区，北京、湖北、重庆等多地发起线上公益数字出版活

动，为公众免费提供防疫相关读物。为保障学生正常学

习，人民教育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单位免费开放相关数

字教材和课程，一批网络平台推出“在家上学”“在家上

课”专题，各地新华书店全力保障“课前到书”任务，1000

多家印刷发行企业提前复工做好印刷保障，全国大部分省

区市春季教材到货率超过90%。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鼓舞各

方面斗志。一批出版单位创作出版《妈妈要去打怪兽》等

生动讲述抗疫故事的优秀图书，推出《情系武汉 大爱中

国》等公益歌曲，组织策划一批普及防疫知识、宣传抗疫典

型的重头期刊报道，为平凡英雄点赞，为抗疫一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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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第26届卡萨布

兰卡国际书展日前在摩洛哥最大城

市卡萨布兰卡开幕，中国图书再次

亮相这个重要的北非国际书展，并

受到读者欢迎。

中国展区是本届书展中面积最

大的展区之一。据人民天舟出版公

司总经理张立坤介绍，中国展台很

受读者喜爱，每天都有众多读者在

展台翻阅和购买图书。该出版社已

连续四年参加这一文化盛会。

人民天舟出版公司此次为当地

读者准备了100余种、6000余册阿

拉伯语、法语、英语精品图书，重点

展出了新近出版的《平“语”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阿拉伯

语版等主题图书，同时还根据当地

少儿读者的需要，展出了《我要飞》

（阿语版）、《米莉茉莉和莉莉成长故

事》系列（英语版）、科普绘本《漫画

十万个为什么》系列（法语版）等一

大批优秀少儿图书，以及反映中国

传统文化的《我心中的少林》（英语

版）、《少林功夫》（英语版）等书籍和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等。

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是摩洛哥

及北非地区的年度文化盛事，也是阿

文与法文图书的重量级展会，每年吸

引数十万访客。第26届卡萨布兰卡

国际书展2月6日开幕，为期11天。

中国图书亮相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