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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没有滇
池，就没有四季如春的昆明。古往今来，赞美滇池的诗词
文赋，可谓汗牛充栋。

明代被发配到云南的四川籍状元杨升庵泛舟滇池，留
下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经典名句。清
代文化奇人孙髯翁以他180字的大观楼长联，写绝了滇池
的无限风光，概括了云南的“数千年往事”，被公认为天下
第一长联。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教
授、学者云集昆明，写下了歌颂滇池的诗文。朱自清带着
学生到滇池边上课，感到“海天一色，苍苍茫茫，烟霞变幻，
气象万千，精神为之一振”。老舍在《滇行短记》里写道：

“在城市附近，有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在湖边看
水，天上白云，远如青山，眼前是一片湖水，使人连诗也懒
得作了。”冰心在她呈贡居住的默庐窗外看到：“天是蔚蓝
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沈从文发现：

“昆明四时如春，滇池边山树又极可观，若由外人建设经
营，二十年后恐将成为第二个日内瓦……当视为东方一理
想地方。”连不大作诗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面对滇池也激动
地口占一诗：“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直到
1957年夏天，艾青到昆明接聂鲁达，还写了吟咏滇池的
100多行长诗《滇池啊》：“我们的车子/像春天的燕子/穿过
清新的空气里/飞向滇池//滇池啊/一片翠绿色的海/远远
近近/无数色彩丰富的山/环绕着它……”

但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规模的“围海
造田”和后来滇池周围数千家大小工矿企业的迅速崛起，
滇池纯净的水和透明的空气到80年代中后期很快受到严
重污染，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喜茫茫空
阔无边”的“五百里滇池”变成了散发臭气的污水！

云贵高原最大湖泊、面积300多平方公里的滇池，因
生态遭到破坏、水质持续恶化，而从历代诗人作家以不同
角度歌颂赞美的高原明珠，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
之一，又经过30年艰难曲折的治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进行艰苦奋斗，从而逐渐向好变清，重新闪耀着“宝石”
的光芒，以迎接“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的召开。它是怎样“向死而生”的？冉
隆中以30万字的纪实文学长卷《滇池治水记》（云南美术
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作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的回
答。

我认识的冉隆中，差不多40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到滇
池边居住、生活和工作。作为从滇池边走向全国的著名作
家和评论家，他是滇池严重污染和持续治理的证人和“书
记员”。过去他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滇池的文学作
品。为了写这本“治水记”，一年多来，他又行程逾万里，连
续走访了与滇池治理有关的数十家单位和数百名个人，其

中既有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和科技专家，也有大量民间环保
人士和志愿者，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或滇池沿岸居民。在采
访中，他深切感受到，国家顶层设计将生态文明列为现代
强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云南和昆明的干部群众在做生态文明
排头兵方面自觉性和自信心越来越强。

《滇池治水记》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平铺直
叙地写治理滇池的过程，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充沛的激情，
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之路”的角度，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切感受和深入思
考，来讲“一个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个以大湖的濒死和
新生，来透视生态文明、拷问世道良心、检验人性善恶、审
视官员作为的故事。”

《滇池治水记》写了滇池的昨天和今天，也展望了它的
明天，作者“溯源”滇池遥远的过去，对历史上为治理滇池
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如元代的平章政事赛典赤和
清代雍正的“知心大臣”鄂尔泰的功绩和经验，都作了充满
敬意的描述和评点；还挖掘尘封的历史，发现以大观楼长联
名扬天下的一介布衣诗人孙髯翁，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有

“踏访山河，厘清水路，消除民瘼”宏图大志的民间水利专
家。他独自一人，“谋定而动”，考察了流入滇池最大的盘
龙江，写成长文《拟盘龙江水利图说》，后又沿着海口河、螳
螂川，入普渡河，并溯流而上，考察了金沙江上游水域，然后
画出草图，写下文字，提出了震惊四座的“引金济滇”宏大设
想。这是有史以来关于滇池外流域补水、引金沙江补水的
最早构想。近300年后，这一构想，即从根本上解决了滇池
自净化能力有限、补水不足的“引金济滇”的滇中引水工程，
最近才全面开工，滇池全面恢复“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
芙蓉，三春杨柳”的风貌，总算指日可待了。

冉隆中浓墨重彩着力写的当然还是滇池的今天——特
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滇池故事扑朔迷离，情
节起伏跌宕，矛盾错综复杂。他从作家采访、百姓观点、专
家视角、官员看法、问题导向等不同方面，有选择地讲述这
些年来与滇池治理有关的各种人物和精彩故事，由近及远
或由远及近地勾勒线索，梳理脉络，反思灾难和教训，审视
成就和经验，瞻望明天和愿景。他生动总结了中国湖泊治
理的“滇池模式”：河长制、生态补偿制、双目标责任制（即对
水质与污染负荷实行双目标管理）；他诗意盎然地抒写了滇
池边在水质逐渐改善过程中出现的一片片醉心迷人的湿地
风光，记录下滇池边小学孩子们传唱的新编儿歌……

本书给人印象极深的篇章段落很多。其中“向死而
生”一节，写到2017年初，滇池确认在上一年“摘帽劣五
类”的历史时刻，一位分管副市长情难自控，他汹涌的眼泪
让人难以忘怀。又比如“围海造田”一节。对于滇池污染
的最大来源，很多人可能都会理解为就是历史上的那几次

“围海造田”。在冉隆中看来，“围海造田”确实造成过滇池
的伤痛，但是，滇池之殇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更有现实
的，是点源、面源、内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书中他假托
一个诗人的喟叹说：滇池与人的关系，概括来说，以前经常
是水欺负人（洪涝灾害以及各种水患），后来基本是人欺负
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体等等）。冉隆中在书
中确实写到了部分围海造田的参与者，如今他们已鬓如霜，
说起这段往事，感慨唏嘘，追悔不已。但这就是历史。人在
历史中的局限，尽显其中。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总结，以开启
更好的未来。

熟悉滇池的读者都记得一句话：全国湖泊治理重点在
太湖，难点在滇池。为何说滇池治理比太湖还更难？冉隆
中用生动的故事和深入的思考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
来，滇池治理的最大难题，是昆明城市环滇发展的强大动
力与滇池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他还讲述了从
滇池闻名全国的河长制。河长制作为治理水环境的制度
安排，是从昆明开始闻名全国的，时间在2008年春天。河
长制在昆明率先铺开，在滇池全流域大规模推广实行并取
得明显成效。对于滇池如今的治理成果而言，河长制确实
功不可没，但是也还有诸多提升空间。

冉隆中写了大量“滇管人”，以及身份各异的大量普通
市民。他们大多数都是真正的热爱这片“大海”，都在默默
地为治理奉献力量。文学是人学。《滇池治水记》是纪实文
学，是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具有文
学和新闻的双重性。写人，正是文学必须承载的基本任
务。这部作品写的人，从类型说，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体制
内外的专业人士、企业家、文人、记者、市民、农民、大中小
学师生等，大约近百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滇池治理
贡献了巨大力量。

冉隆中在一篇创作谈中说，所有的写作不外乎“写什
么”和“怎么写”。他对这个题目还做了引申思考，比如，

“我要写”和“要我写”。他说：“这两者虽然殊途同归，实践
起来也各有侧重。比如‘要我写’，它的标准可能就是有关
部门设定的：政治性，思想性，精品……我自己也设定了‘我
要写’的标准或自律：写我经历过的，辨识过的，思考过的，
尽可能达到这些目标。我这部书的写作，最大的难点是找
到‘我要写’和‘要我写’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此外，我也提
醒自己，不要写成流水账、功劳薄、表扬稿，更不要做成文件
汇编，也不要写成梦话连篇——事实上，这样的先例是不胜
枚举的。在文学和文件之间，在人和事之间，我尽量选择前
者。”应该说，他以《滇池治水记》的写作，兑现了自己的思考
和承诺。

滇池治理，可以说是“美丽云南”乃至“美丽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滇池治水记》堪称是一部生态文明建
设的壮丽史诗。

作为一个回族女作家，马悦的小说善
于对乡村回族人民的生活进行观照和书
写，直击生活的现场，贴近生活的本来面
目，写出了这个民族特有的人文情怀和精
神面相。作家对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
俗文化等都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她笔下的
人物形象鲜明、精神饱满，具有人间的烟火
气。作者用笔细腻，叙事节奏从容自如。她
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富于典型性的乡村弱
者，她笔下的环境是传统的、静止的、富于
伦理道德观念的乡村。马悦用传统的思维
和观念打量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
和生活方式，用传统的笔墨书写她视域之
内那些人物的生死命运。当然，她也关注到
了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乡村的变化，写到了
乡村人物在现代转型期精神世界受到的冲
击和震荡。

走进马悦的小说，就是走进了一群女
性的生命世界。这里的女人，生活贫困、艰
难，承受着来自世俗观念的禁锢和来自生
活的磨砺。在《陪嫁》中，女人没有生下儿
子，承受着世俗的压力、精神的折磨。“默默
地活着，孤独地活着，她承受了多少，隐忍
了多少？”她的内心世界，又是那么地善良，
她要求的很少很少，仅仅是男人能回到自
己身边，仅仅是在女儿出嫁时能牵着女儿
的手走向婚车……但就这些小小的心愿也
无法达到，读后有一种透彻心腑的悲凉。
《归圈》写的是米姐的心灵史。米姐嫁给了
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但她得认命。这个男
人老实厚道，儿子出事了，她得了病，但她
不指望男人，她只是盼儿子早点回来。她没

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结婚就是为了过
日子。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爱她的孩子和
那一群羊。她善良、隐忍、认命，活得自卑而
令人同情。《秀秀》里的秀秀是一个被遗弃
的孩子，母亲在她15岁时就把她许给了40
岁的马大北。可是，马大北娶她仅仅是为了

“挽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在她嫁过
去3个月后就出远门了，从此音信全无。而
马大北为娶她欠了一大笔债，账还不上，哥
嫂不让她进门。为了生计，她去小县城打
工，当过保姆，在裁缝店当过学徒，在餐馆
洗盘子……劳累一天之后，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她会想马大北，那个她以为生命中最
重要的男人。她爱他吗？说不上，但她希望
他能出现在她的世界里，接纳她。但当马大
北找上门来时，她又不敢面对。一个少女坎
坷的命运、复杂的心路历程，跃然纸上。

马悦的小说大都属于典型的乡土文
学、典型的乡土叙事，只不过她在乡土的大
背景下添加了民族色彩，形成了自己的乡
土民族文学。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的乡土
叙事肯定要写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变迁以
及人的精神变化。我想，它肯定不是静止
的，而是变动的；肯定不是诗意的，而是焦
灼的；肯定不是完整的，而是破碎的。这应该
是乡土文学关注的焦点。马悦以敏锐的艺

术嗅觉，发现和感知到了乡村人的心灵震
颤，以及人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心灵镜像。

《三儿的礼花》写的是一个弱势者的苍
凉悲歌。三儿的爸爸利用三儿的残疾，让三
儿去乞讨，为他挣钱。当三儿的母亲知道三
儿还能挣钱时，就把原先抛弃了的儿子接
了回去，为自己乞讨挣钱。三儿是一个善良
的孩子，他为了给妈妈挣更多的钱让妈妈
高兴，对施舍者编造谎言，博取同情。直到
三儿的母亲要跟一个大款结婚了，认为三
儿跟着她是个累赘，又将三儿扔给了前夫。
就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三儿独自摇着轮椅
徘徊在他多年乞讨的县医院门口，想看一
看那炫烂的礼花，然后了绝自己的生命。就
在这时，他的爸爸出现在他面前，接走了
他。作者通过这个小说，鞭挞了残酷的人
性，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转型期一些人的
精神世界。

美国批评家布斯认为，小说不可能没
有伦理尺度，“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
教诲的’”。任何小说家，都有他自己坚守的
伦理取向。在这个集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
马悦为我们展示的她的伦理价值观。比如
《飞翔的鸟》，写一位老人对逝者的祭奠和
对宗教的虔诚。马老汉为了给早死的妻子
举义而套到了一只呱呱鸡，但最后，他却放

生了它。就因为鸟儿那目光，让他老想起妻
子临走时看他的目光。一种触目惊心的震
撼，让他似乎悟到了什么。是什么呢？也许
是一种万物平等的普世情怀，一种生命惺
惺相惜的悲悯之心。这个小说的高明处在
于，马老汉领悟到了比举义更重要的是生
命不可剥夺的真理。这是一种道家所言的

“齐物我、泯主客、一生死”的价值理念，一
种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

《一根红丝线》写的是一个心里装了仇
恨的人最后得以救赎的故事。赵学清被村
里的会计乔惯戴了“绿帽子”，记恨在心。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的“仇人”乔惯脑出血死了。
乔惯的妻子肝硬化死了。随着他年龄增加，
记忆把一切重新梳理，他发现他已经不恨妻
子了，也不恨乔惯了。时间在这里成了医治心
病的良药。放下仇恨，就是自我救赎和解脱。

《一枚米果》是一篇“城市生活”题材的
小说。这篇小说让我看到了马悦写作的新
可能。马悦可以超越自己的写作半径，走向
更为广阔的天地。她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生
活，表现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小说通过一个
残疾保安的视角，看到了单身女诗人郭小
倩的城市生活：她的秘书工作，她的私生
活，周围人的流言蜚语……他也许看到了
某种“真相”，但没有人相信他。

马悦的小说有自己的特色，有现实意
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即现代性不足的问
题。她需要更加深刻地审视传统封建宗法制
度的顽固性，勘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特别
是现代转型期乡村人的精神世界。马悦正在
尝试着这样的写作，期待她的进步与超越。

期待从传统中超越期待从传统中超越
————阅读马悦小说的一点感受阅读马悦小说的一点感受 □□赵炳鑫赵炳鑫

把话语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并非吴道毅首创，
但引入民族文学研究，似乎是一个新举动。吴道毅
教授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的人，引入话语理论，显
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它确实能扩大视野、
拓宽思路，深化对作家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理解，能
解决别种单一的研究角度，如与话语研究有关的主
题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语言研究等一系列难
以说清的问题。

“话语”作为一个概念，有不同的所指，从前专
指人的言语，后来被用于叙事学和社会学研究，结
构主义的叙事学把叙事看作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
则把话语和知识、权力联系在一起，以话语为知识
的载体，以权力为知识的生产者（反之亦是）。这样，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就与知识和由知识所构成
的文化联系起来了，又因此而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
或其中心，与影响和支配知识生产的权力发生关
系。这当然是一个极简略的说法，作为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福柯的话语理论要复杂得多。好在吴道
毅不是为了实验和证明福柯的话语理论，而是借用
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通过对南方民族文学
各种话语形态的研究，去深入把握南方民族文学内
部各种权力关系，也借此透视这种权力关系背后隐
含的各种权力冲突。前一种权力在吴道毅的研究
中，属于知识的权力，后一种权力属于生产这种知
识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权
力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权力。相对于以往的主题研
究只着眼于文本要表达的思想，文化研究只关注
文本的文化含义，叙事研究只热衷文本的表达方
式，包括语言研究只探讨文本的形式问题等等，话
语研究就是一种多项综合的、纵深的文学研究，它
对研究对象的覆盖面和理论穿透性，都是其他单
项研究难以达到的。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然也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
范畴，这样，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下
一些问题：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关系，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特性及其表现形态，以及它在不同
时期的发展演变和创作呈现，等等。对此，吴道毅在书中都作了系统
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根据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创作情况，他从
五四以来的南方民族文学中，提炼归纳出启蒙、救亡、阶级、民族、传
统、建设、先锋、女性、生态等话语形态，基本上概括了现代南方民族文
学在不同时期受各种“意识形态”权力支配的知识生产状态。这些话
语形态，有的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同质同构，有的则可能有性
质和构成上的差异。又因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况而有不同的组
合。当然，这只是一种归纳组合方式，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归纳和组
合。而且这些话语形态也不是一个平面上的，除了时间和历史，还有层级
的区分，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差别。一般说来，在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中，如
果对吴道毅所提炼归纳的诸种话语形态稍作修正和补充，则启蒙与救
亡、阶级与革命、现代与传统，应该是贯穿时间和历史，居于统摄和中心
位置的几种话语形态。广义的启蒙与救亡，即由思想文化启蒙到革命的
政治启蒙，由民族解放到民族振兴，是近现代中国，也是近现代中国文
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主流话语，居于统摄和支配、影响其他各
种话语的地位。阶级与革命，则是一定时期的历史运动和社会意识所
催生的话语，是为达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而生的一种话语形态，在一
定时期，也居于中心位置。现代与传统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文
化，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从传统到现代新生
蜕变过程所催生的一种话语，它渗透于其他各种话语之中，又贯穿时
间和历史，是一种弥散性的话语形态。唯民族话语，是一种特别的话语
形态，它既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相连，受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
话语影响，又有其地域和族群的特殊性。同时还因为时代的关系，或显
或隐，多有变化，如此等等。要把南方民族文学的这些话语关系梳理清
楚，殊为困难，遑论进一步揭示这些文学话语背后隐含的各种权力关
系。常见的话语研究，往往喜欢把研究对象切割成思想的碎片，以之作
为话语理论的填充料，结果所得，无非是对话语理论的循环证明。吴道
毅的研究弃虚就实，不搞这种循环论证，而是采用传统的实证方法，在
对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创作的话语元素进行细致分解的基础上，进
行性质的归类，而后依类定名。这就避免了他的文学话语研究偏离文
学文本，成为社会学的附庸或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证明。他的这部研究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的著作，也因此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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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史诗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史诗
————读冉隆中读冉隆中《《滇池治水记滇池治水记》》 □□晓晓 雪雪

广 告

古往今来，宽与窄这对概念，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中华文
化的历史。从“走出夔门天地宽”的上下求索，到武侯祠《攻心
联》的审时度势、宽严相济，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到“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胸襟宽时无窄路，眼界宽
时天地阔”都是浓缩家国情怀的箴言，都是个人格局的彰显，
也都是宽与窄情思的辨证。所以这些词句才能够历久弥新。为
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今对宽与窄的阐释尤为重要。以“宽与窄”这个来自于大众
的经典概念为主题，诗意地阐述“宽窄”的哲理，为此，由中国
作家协会主管的《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特举办“人生无
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现面向全球华人诗词爱好者征稿。
具体事宜如下：

一、参赛作品要求：1.包括：赋（律赋）、古体（古风、歌行
体）、近体（律、绝）、词、新诗（50行以内）等。其声韵可遵循《平
水韵》《词林正韵》及《中华通韵》。通韵作品予以注明，同一作
品中新旧韵不得混用。所创作品不拘哲理、铺叙、抒情的写作
方法，鼓励自由联想与自由发挥但又不失典雅的文学创作。2.
每位应征者限投１首作品，作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的相关要求。作品内容必须是原创，且此前未以任何形
式发表。作品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商标权或其他知
识产权及专有权利，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
其他权利；如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参赛选手
自行承担。3.评委和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参赛；一经发现，即取消

参赛资格。4.征稿时间：2021年1月25日至2021年4月15日。
二、投稿方式：1.本次大赛限于电子邮箱投稿。来稿作品请

注明作者姓名、性别、详细地址、电话、邮政编码。并且来稿开
始需注明“人生无处不宽窄”字样。2.应征者投稿即视为认同获
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和相关方所有。3.电子投稿信箱：
kuanzhaifu@126.com。

三、评选及奖项设置：组委会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请全国著名诗人组成大赛评委会，通过初评、终评等环节，最
终评定获奖作品。一等奖3名，奖金各2万元；二等奖6名，奖
金各50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优秀奖20名，奖
金各1000元。以上奖金金额为税前。主办方为所有获奖者颁
发获奖证书，并邀请获奖者代表参加在成都举行的颁奖典礼。

四、稿件处理：1.获奖作品刊登在《中华辞赋》杂志设置的
“人生无处不宽窄”获奖作品专栏，相关新媒体也同时刊登获
奖作品。2.所有应征者均视为认可并接受本次征集启事的各项
约定。3.获奖作品的著作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发布权等相关知
识产权均归主办方所有，并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应征者应配
合主办方办理著作权登记备案手续。4.未获奖作品的著作权归
属创作者，所有应征稿件一律不退，请创作者自留底稿。若应
征作品内容相同，以先收到的应征作品为准。5.经核查，入选作
品如与他人作品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主办方有权取消中奖资
格。6.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所有。 《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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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人生无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的启事
名家三棱镜·罗伟章
本能的意义 …………………………………………… 罗伟章
送惠特曼诗给罗伟章 ………………………………… 阿 来
寂静之声——罗伟章《寂静史》述评 ………………… 程德培
作家广角 强悍的生活，让作家丧失想象力 ………… 麦 家
如何向一个古老的叙事致意 ………………………… 张清华
《荒漠里有一条鱼》评论小辑
冲出“万难忍受的”“骇人的卑污”

——读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 …… 郜元宝
大地书写与苦难叙事相结合的扛鼎之作

——评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 …… 张光芒
一个意象和三个人物

——论《荒漠里有一条鱼》的主题生成 ………… 徐 刚
《人生海海》评论小辑
英雄传奇的重构——关于《人生海海》 ……………… 郭冰茹
叙事的新维度与还乡哲学——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王 振
思潮与现象 底层叙事中的“临时夫妻”书写 ……… 李 杨
在文明的视域之外——西南当代诗歌中的荒野镜像… 农为平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审美的“共振”
——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为中心 …… 张博实

作家作品论
“声音”里的世界——评刘庆邦长篇小说《女工绘》…… 吴义勤
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评莫言的《等待摩西》 …… 毕光明
迟子建小说中的罪与救赎 …………………………… 李 涵
试论新时期边地小说的宗教书写 …………………… 于京一
学术动态 “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综述…徐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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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电影
奇观，抑或叙事：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中国电影在

韩国市场的消费状况 ……………………………… 陈林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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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及灾难写作的路径问题 ……… 邱志武
李金发诗歌艺术的当代关照 ………………… 杨金翰 荣光启
舞台艺术
辽宁戏剧：对本土文化的深度开掘与艺术呈现………… 毛 琦
新时代辽宁精神视域下话剧中的“共和国长子”形象研究

…………………………………………… 张 赟 王浩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
主持人语 ………………………………………………… 吴思敬
改革开放初期的诗歌朗诵活动 ……………… 瞿弦和 张筠英
大学生诗派论 …………………………………………… 胡 亮
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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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PANORAMA

双月刊 2021年第二期（总213期）要目

主编：张立军 邮发代号：8-45

出版日期：单月15日，定价：20.00元。
电子邮箱：lnysgj@vip.163.com。
地址：110032，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街5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