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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弗兰科·莫莱蒂“远读”

（Distant Reading）概念的提出及

其在英语世界所引发的广泛讨论，

另一个与之相伴而再次受到关注的

文学研究范畴就是“文学类型”。众

所周知，自英美新批评蔚然成势以

降，“文本”的概念被提升至空前重

要的核心地位，“文学类型”则滑落

至相对边缘的位置。而继克里斯蒂

娃的“互文本性”、热奈特的“隐迹稿

本”、罗兰·巴特的“织物”等理论的

相继提出，以及后现代书写中的各

种文本拼贴、文本游戏和文本实验，

学界对于“文本”的认识和讨论已经

进入到了一个相当复杂且动态、多元

的层面。

但莫莱蒂对此并不很以为然，

他认为文类与技巧才是形成文学史

发展的主要力量。莫莱蒂这种文学

观念的形成，一方面固然和巴赫金、

普罗普、托多罗夫、詹姆逊等人在

“文学类型”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

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也和莫莱蒂

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与“远读”

方法的提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逻辑

闭环。在莫莱蒂看来，现在的文学史

书写更多是由经典“文本”构成，这

很大程度上是学院与精英们的学术

话语体系与审美趣味所致，而在历

史上真正的文学生产与阅读场域

中，则有着数量远超于经典文学文

本的非经典作品存在——斯坦福大

学教授玛格丽特·科恩称这些作品

为“大量的未读”——并指出基于这

些大量作品及其宏观发展态势的整

体性研究才是理想中的文学史研究，

否则文学史不过是一个“文学的屠宰场”。而对

待这些凭人力阅读难以穷尽的“大量的未读”

时，莫莱蒂提出了“远读”的研究策略，并借此形

成了对传统“文本”研究中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的某种反拨。相比于“细读”中

“close”语义学上天然带有的封闭性特征，“远

读”在强调其距离感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宏观

与整体的观察视角。而莫莱蒂对于文学史中

“大量的未读”的重视、对“世界文学”宏观发展

态势的把握以及“远读”方法论的实践，都内在

包含了其对于“回归文学类型”的研究诉求。

莫莱蒂这种“去经典化”和对文学宏观发

展态势的整体把握等研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触碰到了类型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陈

平原教授总结《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

小说研究》一书的写作方法和研究心得时曾说

到：“我论述的重点不在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

的功过得失，而是整个小说史的发展线索；给这

一段小说‘定位’，描述其前

后左右联系，确定其在整

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这就要求突破过去

小说史写作的框架，不再是

‘儒林传’‘文苑传’的变种，

不再只是‘梁山泊英雄排座

次’，而是注重进程，突出演

变的脉络。在描述小说发展

线索时兼及具体作家作品，

但不为某一作家作品设专

章专节。”据此，陈平原教授

自言“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

史定了十六个字：‘承上启

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

解大家’。”陈平原教授所说

的“消解大家”在莫莱蒂那

里正是他所谓的“去经典

化”，而“注重进程”则和莫

莱蒂重视“大量的未读”以

及对文学宏观发展态势进

行整体性把握的主张不谋

而合。东西方两位学者从各

自不同的研究路径（一位是

从某一段具体的文学史研

究出发，另一位则是从宏观

的文学史构想出发）进入到

类型文学的研究领域，并最

终在核心研究思路和观点

上达成了某种有趣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陈平

原教授所说的“消解大家”

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补充

强调的那样：“‘消解大家’

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

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

把握作家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陈平原

教授在这里不仅是在对自己的著作书写方式

做一个总结和自白，更涉及对于文学类型与代

表性文本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由此出发，我们

可以进一步借用法国学者让－玛丽·谢弗的说

法，“类型关系始终是某一特定文本与先前的某

些作为模式或规范的文本的复制和（或）变异的

关系，在这种程度上，类型关系才可能在超文本

关系的领域中构成。”（《文学类型与文本类型

性》）即同一文学类型中存在“作为模式或规范的

文本”，而其他文学文本则与之构成维特根斯坦

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关系。但这里呼之欲出的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那些在类型文学中成为“作

为模式或规范的文本”，何以获得市场认可与

影响力，并最终成为“模式”与“规范”？

对此，莫莱蒂曾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

和同时期其他侦探小说为具体研究案例。他以

这些侦探小说中的“线索”为核心要素，绘制出

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线索进化树”，并

且将其和同时代那些“大量的未读”的侦探小

说进行横向比较，指出“线索”虽然是侦探小说

中的形式装置，但其在不同侦探小说作品中的

反复出现使其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叙事功能，而

柯南·道尔正是因为善于运用“线索”这一形式

装置，并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才最终从众多同

时代侦探小说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取得文学

市场上的成功。莫莱蒂的这一研究固然有其一

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他自己所一直批判的文

学研究的封闭性之嫌，即他可能过于强调小说

中的某一研究要素或特征，而忽略了影响小说

获得市场畅销与影响力的复杂原因。比如埃利

夫·巴特曼就曾批评莫莱蒂在这一案例研究中

忽略了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获得成功背后的哥特

风格、异域情调与惊险情节等丰富影响因素。

当然，关于文学类型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仅

限于文学内部，正如詹姆逊指出：“文类概念的

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概念的中介作用，

它使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

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孪生的共时观协调

起来。”（《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

事》），即其认为“文学类型”因为其作品数量的

集中性和形式特征的稳定性而成为“单个文本

固有的形式分析”和“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

研究中介，每一种文学类型背后都承载着一套

政治无意识，文学类型是我们借以把握时代症

候的有效抓手。葛红兵教授在分析中国当代类

型小说时也关注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类型化趋

势加剧的背后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

源：“小说创作的类型化是经济市场化深入发

展的结果，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

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导致了文学审美的阶

层化，审美趣味的阶层分化是小说创作类型化

的直接动力。”（《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

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

而具体到侦探小说的研究之中，将侦探小

说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的考察必然绕不开侦

探小说与现代都市关系的思考。简单来说，侦

探小说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都市中的小说类

型，其和现代都市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

系。无论是本雅明所提出的诸如“人群中的人”

“都市漫游者”和“惊颤体验”（Chock-Erfah-

rung）等精辟洞见，还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爱

伦·坡笔下的巴黎、福尔摩斯生活的伦敦，以及

民国时期众多中国侦探（霍桑、鲁平、李飞等）

所居住并展开行动的上海，无一例外都是现代

化大都市；或者是早期侦探小说中所呈现出的

都市公共空间（拱廊街、汽车路、舞厅、酒店大

堂），现代交通与通讯工具（马车、汽车、火车、

电话）以及新兴的犯罪和侦破技术手段（摄影

术、化学检验）与现代都市感觉结构等等，都

将侦探小说深深根植于现代都市的文化沃土

与幻象感受之上，即如本雅明所讲的“侦探小

说尽管有冷静的推算，但它也参与制造了巴

黎生活的幻觉”。而在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关

系方面，莫莱蒂也做出了相当有趣且富有创

见的个案研究。他受到查尔斯·布斯在《伦敦

人的生活与劳动》（1897年）一书中所附带的

关于伦敦阶层分布空间与罪案分布空间地图

的启发，指出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案件频发

的都市空间与查尔斯·布斯所绘制的历史上

真实的伦敦罪案空间完全相反。具体而言，柯

南·道尔笔下的罪案往往发生在伦敦西区，那

里是富人区，而现实中罪案频发的地带则是

位于伦敦东区的穷人区。关于这一小说虚构

空间与现实空间情况的错位，莫莱蒂提出了

一套自己的解释：现实中罪案发生的频次和

密度显然与城市贫困和社会治安情况有关，

这作为显而易见的逻辑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性

可言。但在侦探小说中，犯罪行为必须具有神

秘性，这才能够为侦探后来的查案和破案提供

足够的悬念紧张和情节吸引力。因此，一起发

生于富人家宅府邸的谋杀案显然更具备这种

神秘与耸动的表达效果。即在这个意义上，侦

探小说不是对现实案件的还原和纪实书写，而

是有着对案件本身“赋魅”的叙述需求。

其实，除了莫莱蒂已经作出的极富启发性

同时也带有争议性的对侦探小说的“远读”观

察和类型研究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用“远读”方

法去尝试的有趣的研究题目。此处仅举两例：第

一，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除了自身有

一套稳定的类型特征之外，还有着诸如“密室杀

人”“暴风雪山庄”“叙述性诡计”等更为细致的

“子类型”划分，而对于这些“子类型”小说的类

型特征、核心要素以及时代症候意义的把握也

可以借助“远读”的研究策略来进行整体性分

析，比如对“暴风雪山庄”的地理空间设置与建

筑装修风格的分析，对“密室杀人”案件中“密

室”形成分类及演变趋势的分析等等。第二，在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根据真实案件新

闻即时改编而成的侦探小说或犯罪小说，有些

甚至直接标明为“事实侦探案”，俨然成为一种

新的文学“子类型”。而对于同一案件，新闻报

道、侦探小说与定位在两者之间的“事实侦探

案”各自有着怎样的侧重和不同的改编，受莫莱

蒂关于福尔摩斯小说与伦敦罪案地图研究案例

的启发，我们似乎也可以对二战后国民党城市

治理失败与城市治安问题及相关文学虚构之

间的关系和原因，提出一个新的观察和思考的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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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的伟人情怀
□康 震 王 毅

王 毅：曾在一次课堂上听到你讲毛泽东诗词的伟人情

怀。这是你在军内第一次讲毛泽东诗词吧？有什么感想？

康 震：我虽然没有当过兵，但是我对军人有一种天然的

亲切感、崇敬感，因为军队保家卫国，军人牺牲奉献，这不论在

哪个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有何种信仰，也不论处于哪

种政治体制，军队军人都是诗词歌赋表达的重要对象，永远值

得人们真心热爱拥护。到部队交流毛泽东诗词，除了基于这

样一种情怀，就是希望我个人能为人民军队在向现代化进军

的征程中，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

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学着毛泽东的诗词长大的，像《沁园

春·雪》《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都是中学时必读必考的

名篇。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天才

的军事家，也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书法家，更是一位才华

横溢、极具浪漫主义的诗人。毛泽东诗词艺术地记录了他一

生的光辉足迹，生动展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画

卷。柳亚子先生曾夸赞毛泽东诗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

词人共折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则赞誉说：“一个诗人赢得

了一个新中国！”追踪伟人毛泽东的成长足迹，寻觅诗人毛泽

东的创作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革命，一

生逐梦，因而一生有诗。这是一个伟人的梦，这是一个诗人的

梦，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世纪之梦。

王 毅：诗人是最具有梦想的一类人，毛泽东的梦想就是

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梦吗？

康 震：毛泽东的中国梦，虽然和现在表述不一样，但其

内核意蕴是一致的，是天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

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走

上伟大复兴之路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中国梦，可以从他的

诗词中读得出来。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天翻地覆慨

而慷”，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书生意

气，挥斥方遒”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从“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等

等，都深刻融入了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梦想。

王 毅：苏轼《和董传留别》曰：“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

书气自华。”毛泽东的诗词是他伟大抱负的写照。

康 震：是的，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写照，也

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境界，是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精品。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长河，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必将激励我们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

梦、强军梦征程中，恪守初心，砥砺前行。

王 毅：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诗词蕴含了哪些优秀文化

和革命精神？

康 震：毛泽东同志一生共创作了100多首诗词，他的诗

词与历史现实紧密结合，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

恢弘画卷。欣赏学习毛泽东诗词，就不得不提毛泽东诗词中

蕴含的民族情怀、政治情怀、人民情怀、山水情怀。毛泽东诗

词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诗词思想深刻、意境高

远、博大精深，不仅高度浓缩了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伟大实践

和深邃思想，而且也艺术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丰

富多样和勃勃生机。无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政

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

王 毅：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情有独钟，涉猎的诗词作

品遍及历朝历代，可谓是博览广收，兼采众长。

康 震：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广，对古典诗词烂熟

于心，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题词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

理、表达感情，均能够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传统

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比如，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

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在凄风苦雨中遗世独立、孤寂冷

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毛泽东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

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

令人耳目一新，泛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

王 毅：他的诗词处处都流露出革命的浪漫主义。

康 震：毛泽东诗词的背后，是对中国革命的浪漫乐观主

义。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艺术结晶，真实映射了毛泽东

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是解读革命文化独特

而珍贵的范本。比如《七律·到韶山》，清晰阐释了革命目标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首七律，是毛泽东回

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写的，虽然写的是韶山，但实际上也概

括了当时的中国，中国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才最终迎来

了新中国的成立，高度赞扬了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

鲜明体现了毛泽东高远的革命情怀。

比如《七律·冬云》，豪迈展现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

杰怕熊罴”的革命精神，英雄豪杰面对虎豹熊罴，志不可改，气

不可夺，越是面对困境越能显示出他们的英雄本色，正所谓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苦难辉煌，凝结着中国

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坚定执著、视死如归、不惧艰险、勇于担

当、乐观豪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

王 毅：毛泽东的这些诗词，读起来很提气。

康 震：还有人们都很熟悉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不朽的金句。

毛泽东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道路，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27年的毛泽东从大

革命失败的危局中奋起，毅然发动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建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

确道路。

王 毅：虽然历尽沧桑，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康 震：是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

革命已经胜券在握，中国革命沿着井冈山道路这条人间正道，

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诗词中，苦难与辉煌、艰险与自信

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像《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首词前阕描写红军拂晓时向娄山关进军，

后阕描写红军攻占和越过了天险娄山关。作者自注，“万里长

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王 毅：毛泽东写诗好像是局势越严峻诗兴越浓，处境越

艰难创作越多。

康 震：是有这个特点，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开始，毛泽

东就告别“书生意气”，转入战争纪实，“炮声”“枪林”“鏖战”

“弹洞”等词汇频繁出现。如《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

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

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设

身处地试想，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危急形势下，能做到“我自

岿然不动”，这得具有何其惊人的定力和自信。从创作缘起、

描述对象到思想内容，均真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

民如火如荼的斗争风貌，艺术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战

争历史长卷。在《清平乐·会昌》中，毛泽东意气风发：“踏遍青

山人未老”，透露其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他对挽救危局、引导革

命走向胜利的强烈自信。在《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

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这种“乱云

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伴随着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和艰难困苦的

斗争生活，展现在他指挥若定的战斗诗篇中。

王 毅：学习毛泽东的诗词，对我们当下有什么意义？

康 震：对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道路信心、坚定文化

自信，都是有意义的。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

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

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

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

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

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始终是我们

学习的光辉典范。“众志成城”、“只争朝夕”等毛泽东诗词中的

词句，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理念追寻，可以使我们提升思想境

界，磨砺品质意志，陶冶精神情操，给予我们奋发向上的力量。

王 毅：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传递

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火炬，是我们理想信念教育

的生动教材。

康 震：对我们坚定自信也非常重要。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

漫道真如铁”。这首词所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是，要始终坚定革

命理想，振奋革命精神，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这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提出的号召

和历史之鉴。

王 毅：提到自信，当下不得不提文化自信，可有一些人

总认为西方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

康 震：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要坚定文化自

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四个

自信”，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其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对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诗词既采撷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华，又浸润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精神

的充分彰显，是文化自信的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

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语句。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引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

中所写《十六字令三首·其二》中的“倒海翻江卷巨澜”；2012

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引用

了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人间正道是

沧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的“一唱

雄鸡天下白”等等。毛泽东诗词无论是内容素材还是审美风

格，都很好地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气象气度与

美学精神，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王 毅：你认为军队和军人如何学习毛泽东诗词？有什

么建议？

康 震：军人尤其是青年官兵是军队的有生力量。通过

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追寻其学习经历、革命实践，以及对军

内军外、国内国际大事要事的认知态度和应对行为，可以坚定

理想信念，引导他们积极向上，端正学习、生活、工作、训练态

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观。我建议，学

习毛泽东诗词，不但要认真咀嚼品味蕴含其中的深刻内涵，更

要全面汲取吸收蕴含其中的精神力量，要树立“学不成名誓不

还”的远大抱负，要培育“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战斗精神，要磨

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顽强意志，要培养“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乐观自信。

王 毅：这四点总结概括得太到位了，非常贴近部队、贴

近官兵。真可谓：中华经典诗文，让我更有力量！

康 震：有梦想易，坚持梦想不易。军旅追梦的历程注定

不可能一马平川，每个人都将面临岗位平凡、工作乏味、生活

单调、训练苦累等考验。但不管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坎坷波

折，广大官兵只要认真学习毛泽东诗词气度，领悟毛泽东思想

精髓，就一定能把握好自己的军旅征途，担当起当代军人的历

史重任，为新时代强国梦强军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康震康震（（右右））与王毅与王毅

（上接第1版）
长篇纪实文学《博格达来信》以新疆喀什地区疏勒

县罕南里克镇马勒其村青年村民布合丽且木·奥斯曼

到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上班后给家里写的三封

信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南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再就业女

性的成长经历。她们从南疆农村一路走来，在博格达峰

下的乌鲁木齐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将文化润疆作为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都要

求我们推出更多的精品，凝聚文学力量，助力新时代文

化建设。同心筑梦新时代，脱贫攻坚奔小康，新疆作协将

继续抓好主题创作，组织各民族作家奔赴新疆各地，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多种语言推出更多精品佳作，多

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

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本报讯 12月12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

广西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广西黄姚镇旅游文化

产业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黄姚诗会在广

西贺州黄姚古镇举办。霍俊明、黄国辉、田湘、汤

松波、金石开、叶景松等主办方代表以及诗人、评

论家共30余人与会，围绕“生态文明与诗韵黄

姚”的主题进行研讨。大家谈到，古镇连接着时间

和历史，同时又承载着当代人的人间烟火。进行

诗歌创作既要关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文

景观，也要注入个体的生命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经

验，这样才能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其间举行了“黄姚诗会”主题征文颁奖活动。

该征文自今年1月15日至10月1日进行征稿，

共收到数千件投稿。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共评出一等

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10后、优秀奖20名。聂沛、

八零、万世长、李俏红、邱保青等诗人获奖。（欣 闻）

第
二
届
黄
姚
诗
会
举
办

本报讯 在2020年临近岁末、2021年即将到来之

际，中央芭蕾舞团为观众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芭蕾

跨年盛宴，以艺术的形式献上辞旧迎新的美好祝福。

作为此次中芭新春演出季的开幕大戏，12月 15

日至17日，古典芭蕾舞剧《舞姬》在北京天桥剧场率先

上演，艺术家们精彩演绎了这部世界芭蕾艺术大师娜

塔莉娅·玛卡洛娃钟爱的经典之作。此后，向建党100

周年献礼的原创芭蕾舞剧《沂蒙》将于12月26日至28

日首演，力求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重焕光彩。2021年

1月2日至3日，芭蕾舞剧《过年》将在喜庆的氛围中带

来浓浓年味。1月6日，一年一度的中芭《新年芭蕾音

乐会》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与观众见面。2

月4日至6日，中芭的庚子年压轴大戏《天鹅湖》也将

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除在北京的演出外，中芭

的艺术家们还将携《红色娘子军》《鹤魂》《芭蕾精品荟

萃》等多部佳作赴全国多地展开巡演。 （王 觅）

打造丰富多彩的芭蕾跨年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