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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4月21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法国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法文学
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作家苏童、
梁鸿、徐则臣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场与法国作家马库斯·马尔特、
玛丽·达里厄塞克、圣地亚戈·阿米戈雷纳视频连线，围绕“文学的
所见与未见”这一主题展开探讨。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胡邦胜主持。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主持了作家对话环
节。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以及文学爱好者百余人参加
论坛。

中法文学论坛创办于2009年，已在北京、巴黎举办过4届。
中法两国30多位作家先后参与论坛活动，论坛已成为中法文学界
最高规格的机制性交流平台，正如铁凝所说，这是“一座坚固的、历
久弥新的桥梁”。

铁凝在致辞中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两国作家的互
访和见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在法国驻华使馆和罗梁大使的
大力支持下，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接续
举办，表明两国文学的交流合作是持续而稳固的。这场别样的聚
会弥足珍贵。她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法两国人民通过各
种方式相互表达慰问和支持，体现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中法关
系的良好传统。在此期间，写作者们不曾停止精神上的远行，中国
作协、中国作家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同行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
联系，努力适应疫情常态，开展作品互译、在线交流。铁凝说，人类
正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甚至变革，文学在今天并非无力，恰是更被需
要。好的文学唤起共同的人性，唤醒情感与智慧，使人心超越偏见
和误解，得以贴近。

谈到此次论坛的主题，铁凝表示，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来自于对
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索，参与着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世界
的不稳定因素、空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给创作更多的可能性。
以文学所见，展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呼吸，承载和传达一个时代最
本质的情绪、最生动的气象；因文学未见，而求索、突破、寻找新的
表达，或许是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周而复始的期待和使命。

罗梁在致辞中说，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法两国作家均有作品被
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由此触及更多的读者群体。尽管当前跨国旅
行仍然受限，但是文学作品和思想还在不断传播，各国作家间仍保
持着交流往来。他由论坛主题想到1964年12月9日在巴黎举行
的一次具有传奇色彩和标志性意义的大讨论。让-保罗·萨特、西
蒙·德·波伏娃等均受邀回答同一个问题：“文学能做什么？”波伏娃
用一段具有真知灼见的话结束演讲：“从人的层面揭示这个世界的
面貌，即那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个体所感受到的世界面貌，
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之所以不可替代的原因。”参
加论坛的作家的作品不仅是价值观的载体，也是展示文化多样性
的窗口，更是法中两国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

传统：冒犯还是致敬？

“文学的所见和未见”是一个富于哲学意味的开放性的话题，
指向多种可能性。苏童先提到法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他前不久读
完了马库斯·马尔特的《男孩》，认为这是一部“冒犯传统”的作品，
小说用最简洁的句子营造了最庞杂的结构，不停地将故事爆破，感
觉作者在一片废墟上探索小说的边界，这需要勇气、热情和品质，
他很欣赏这种对于传统的“冒犯”。作家要向传统致敬，但致敬并
不一定是虔诚的文学姿态，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与传统决裂，需
要拓展和发现。在他看来，“文学的所见与未见”是个“章鱼式的问
题”，触角延伸到很多方向，并且难以抓取。他将这一问题缩小至
文学范畴，即作家、观察者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认为这并不是简单
的感官世界与情感反射的关系，作家对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永远不
确定，呈现开放状态。同时，所见与未见的另一层意思指向“命
名”：你所看见的可能是未见之事物，只不过有些已经被命名。

“我的想法正好相反”，马库斯·马尔特回应苏童关于《男孩》的
评论时说，自己在创作中希望寻找一座桥，能连接传统。他提到小
说中有很多对于福楼拜等经典作家的隐喻，“我并没有确定主题，

而是在以一种古典的方式寻找一种旋律”。但马尔特对于“冒犯传
统”的阅读感受也并不那么惊讶，“我是属于21世纪的作家，但我
也会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说到文学之所见，马尔特说：“文学已
经看见或发现了很多东西，书写了很多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写
过了。”只不过每个作家对于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创作
方式尝试在“神坛”上添砖加瓦。

另一种解释：文学通达未见之光辉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释，文学没有固
定的答案和声音。”梁鸿谈及自己对“所见与未见”的理解。她最近
重读了苏童的《西瓜船》，其中半瞎的母亲站在西瓜船上遥遥向镇
上的人们拜谢这一场景令她流泪，“这样一个场景可能是作家的虚
构，并非真实所见，但从中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生，这恰恰是文学之
所见，也是文学最古老的传统”。在阅读了阿米戈雷纳的《沉默的
囚徒》、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存在即是光辉》以及《男孩》后，梁鸿感
到，“文学另一个层面的所见就是把未曾浮出历史地表的事件抽取
出来，重新建构人、世界以及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我们总在试图
寻找某种规律或一种解释，但文学总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
或很多种解释，这是文学试图通达未见之光辉，也是每个作家为之
所努力的”。

“确实从《荷马史诗》开始，各国文学已经对几乎所有题材都进
行了挖掘。比如中国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将人类
的酸甜苦辣写入作品。”玛丽·达里厄塞克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正在
弥留之际，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切，但唯一令她不能接受的
是，疫情之下她无法从法国南方去北方看望父亲，父亲可能在孤独
中撒手人寰。“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一步步走到他的病床前。这就
是现代性给人带来的考验。”达里厄塞克认为，正是这种经历会铸
造出作家，“在这两年，我们都经历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不
仅承受了这种考验，作为作家，我们要把它写下来”。

“误读的根源在于未见的那部分”

徐则臣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古董表在不同地方获得不同价值的
故事，来说明在不同语境中每个人所见的差异。他曾问哥伦比亚
作家如何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地作家回答，马尔克斯写出了
伟大的作品，但他更伟大之处在于以文学的方式提升了西班牙
语。由此徐则臣意识到，成就真正伟大作家的可能正是我们所未
见的部分，也是一直“误读”的部分。“对文学来说，恰恰是由于众多
的误读，才导致一个作品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而所有误读的根
源就在于未见的那部分——不同作家所处的不同语境或文化源
头。”故事等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他认为，能把不同作家最终区
别开来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才最为根本。差异性使交流有了必
要和可能，“我们知道所见之外一定有未见；同时，我们在呈现未见
时，内心又都在保护它，我们要确保差异性，确保我是我，而你是
你，这样，我们才能共存”。

阿米戈雷纳在《沉默的囚徒》中书写了祖父的经历，他并未
预料到很多作家同行对于小说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呈现的经历、
写作方式和阅读品位的差异，让人能更好地了解写作的种种可
能。谈到讨论主题，阿米戈雷纳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已经见到了
所有的事，但它所未见的也是所有的事”。他说，在《奥德赛》《伊
利亚特》《红楼梦》等经典中已经有了所有文学的存在，浓缩了整
个的世界，但在乔伊斯笔下，奥德赛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
生。“文学是一种运动，它在不断地打开自我，也在不断用文字来
固定一些形象。”

在论坛的最后，胡邦胜总结说，中法两国都是具有深厚文学传
统和哲学素养的伟大国家，两国作家深入交流，对于世界文明互鉴
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宏大视野的作家，一个
愿意接纳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作家，更能创作出被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所认同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沟通
交流，相互尊重，增进理解。“今天我们算是网友见面，我们期待疫
情尽快结束，中法作家朋友能够早日在线下见面，无论是在巴黎，
还是在北京。” （王 杨）

本报讯 4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拉开帷幕，民族歌剧《沂蒙山》当晚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本次展演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主题，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重点推出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革命题材作品如京剧《李大
钊》、歌剧《红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也有现实题材作
品如歌剧《道路》、话剧《深海》、交响音乐会《浦东交响》等，既有
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彩调剧《新刘
三姐》、花鼓戏《桃花烟雨》等，也有聚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民
族歌剧《天使日记》。此外，京剧《红灯记》、歌剧《白毛女》、豫剧

《朝阳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复排
剧目也将再度亮相。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本次展演作品涵盖了京剧、昆曲、地方戏曲、话剧、儿童剧、
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等多个艺术门类，
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140部优秀剧目参
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50部作品将集中在北京各大剧场
演出。

展演活动将以剧场演出和线上演播的方式与广大观众见
面，线上演播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文
艺网作为视频播出主平台，同时，在快手APP“文艺中国”号开
展演播互动。展演将持续至7月，坚持公益惠民原则，剧场演出
百元以下票价占比50%以上，线上演播均为免费观演。（欣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开幕

文学的所见与未见
——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举行

王 毅：叶先生，首先祝贺您获得“感动中国2020
年度人物”奖，请问您对获得这个奖有什么感想？

叶嘉莹：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一直不是
我所关注的。恰如我的“诗友”、数学家陈省身所写的那
样：“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我曾经对人
说，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平生志意就是把自己的一
生交给诗词，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我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中国古
诗词的美带给世人。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奖，
只能说明传播中国古诗词的大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去做。我现在正在计划完成的，就是把我们中国
古代的诗、文、词、曲等文学创作的吟诵的声音传下去，
也许不久的将来，会以原汁原味的录音形式进行整理。
我希望最后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把我们民族美好的文
化传承下去。

人的精神品格在提升之后，就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份
快乐，他不会每天总是为追求现实的那一点金钱或物
质，而丢掉了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我觉得，人的一生就应
该这样：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
乐观的生活。个人不管以空间还是时间来说，都是狭小
而短暂的，但是文化是永恒的，我愿意一直为我们中国
文化的长流贡献一点力量。

王 毅：听说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背古诗了，
您的诗词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

叶嘉莹：1924年7月，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传统书
香世家，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
家里一直保留着满族对父亲的“阿玛”的称呼。

1927年至1928年，在我4岁左右，父母就开始教
我背诵古诗，认识汉字。1930年，我刚满6岁，就开始随
家庭教师读《论语》。9岁考入笃志小学五年级，一年以
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

1941年，我考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可那时正值抗
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父亲因“七七事
变”随国民政府西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9月，母
亲因癌症住院，后赴天津手术，术后感染，我母亲坚持要
回北京，在火车上逝世。幸好有伯父、伯母的照顾，培育
了我及两个幼弟。沦陷区中，尽管生活艰苦，但一应家务
因有伯母操持，我才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1945年大学毕业，我21岁便开始教学生涯，先后
在当时的北平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光华女中任教。如果
要让我作自我介绍的话，那我会说：“我是一个老师。”

1948年，南下到南京结婚，不久即随丈夫迁居台
湾，并在台湾生活了18年，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极为艰辛
的岁月。

1954年，我被台湾大学聘为教授，并先后受淡江文
理学院、教育广播电台、教育电视台和辅仁大学的聘请，
教授诗选、文选、词选、曲选、杜甫诗等课程。

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举办文艺讲座，
邀请我讲了几次五代和北宋的词，后遂致力于对诗词的
评赏。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其间，我一边从事教学工作，
一边与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海陶玮先生合作从事研究
工作。

1969年，我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4年，终于盼到了重回祖国
大陆的人生重要时刻。怀着回归祖国的无比兴奋，我一
口气写下了1878字的长诗《祖国行》，其中写道：“卅年
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
泪心狂喜……”

1978年，从加拿大报纸上得知中国恢复高考，我遂
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即得到批准，开
始了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的忙碌生涯。

1989年退休后，我每年用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
学。其余时间则辗转于加拿大、美国，以及中国香港、澳
门、台湾等地的古典诗词讲坛。

1993年，我在南开大学创立“中国文学比较研究
所”。1997年，加拿大实业家蔡章阁先生捐资200万元
人民币，与南开大学共同出资建造文科大楼，作为研究
所与文学院共同的办公楼。同年，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我捐出加拿大退
休金的一半计10万美元，分别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
（5万美元）和“永言学术基金”（5万美元）。另外，在
2016年和2019年，我将历年稿酬及出售北京、天津房
产的收入计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
推动诗词教育，助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2012年，我已近90岁高龄，实在没有精力再奔波
于中加之间，遂有定居南开大学之意愿。海外友人闻此
消息，遂慨然捐资，并与南开大学共同建造迦陵学舍。
2014年底，迦陵学舍落成。自2015年始，定居南开大学。

回顾我的一生，先后经历过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苦
难，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加拿大，再到回国，很多经历
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
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
同样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这是我自
己的选择。执教70余年来，我始终努力播撒着中国诗
词的种子。正像我女儿所说的，我母亲的一生惟与中国
古典诗词“恋爱”。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4月17日，第十二届“茅台杯”
《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颁奖仪式在湖北武汉举
行。蒋子龙的《寻常百姓》、徐则臣的《丁字路
口》、裘山山的《主人不在家》获短篇小说奖；
肖勤的《你的名字》、陆颖墨的《丛林海》、李天
岑的《三山凹》获中篇小说奖；安谅的《一品食
享》获微小说奖；郭爽的《挪威槭》获新人奖。

本次颁奖仪式由《小说选刊》杂志社、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作
家协会、中共武汉市蔡甸区委宣传部主办。
《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徐坤、湖北省作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武汉市蔡甸区政协主
席胡朝晖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中国作协社
联部副主任李晓东，茅台集团企业文化部部
长、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姚辉，湖北省作协主席
李修文，《收获》杂志社主编程永新，《作家》杂
志社主编宗仁发，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主席老藤，《青年作家》杂志社主编梁平，《小
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李云雷，以及江清和、
曹军庆、史玉菡、朱义侠等湖北省作协及武汉
市蔡甸区的领导、作家和8位获奖作家参加了
颁奖仪式。

据徐坤介绍，去年，英勇无畏的武汉人民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谱写了一
首可歌可泣的抗疫诗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斗中，《小说选刊》心系武汉人民，曾将
20套共300册刊物，送到武汉11家方舱医院
图书角，为患者送上宝贵的精神食粮。第十
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选择在武
汉颁奖，也是对武汉人民和湖北文学界的一
次致敬和礼赞。

“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由《小说
选刊》杂志社和贵州茅台集团共同主办，设立
于2009年，每年评选一次，今年已是第十二
届，评选出优秀作家作品上百人（部），在推介
优秀作家作品、发现扶持文学新人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全国文学界具有重要影
响的文学奖项。本次评奖立足中短篇小说的
艺术特质，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兼顾老中青作
家队伍，是一次对2020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
集中检阅。

评委会认为，蒋子龙的《寻常百姓》接续
笔记小说传统，以深沉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
描绘苍茫历史中熠熠生辉的奇人异事与凡人

俗事，饱含对时代、对人民最真切的关怀。徐
则臣的《丁字路口》对法理、道德、世情的深刻
思考，以及理想主义的光芒，体现出小说独特
的美学追求与文学格局。裘山山的《主人不在
家》敏锐地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新意，选取巧
妙的少女叙述视角，略带反讽又不失温情，将
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演绎得富含深意。肖
勤的《你的名字》是一篇深情书写人间情义、
正视世道人心的小说，以执著的耐心探求社
会责任与疗救，在细小的生活切口中彰显出
蓬勃的生命力量。陆颖墨的《丛林海》用忠诚
与情义抒写海军战士爱国卫国的英雄壮举。
李天岑的《三山凹》以大山大河的壮阔呈现出
豫西中原的山乡巨变，以一草一木的精微打
造出动感的时光画卷，书写出时代变迁中人
性的浩瀚和美好。安谅的《一品食享》以欧·亨
利式的结尾形成了微小说四两拨千斤的艺术
特色，幽默诙谐一波三折，讽刺世情分毫不
差。郭爽的《挪威槭》炽热浓烈，绵密饱满，将
沉重处理得轻盈，爱痛含蓄而准确，情感深沉
处点到为止，标注了青年写作者的刻度。

（李墨波）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20日，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
开学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开学典礼，并与学员
们合影留念。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宏伟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文学在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
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
化，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
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吉狄马加希望学员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正确的
创作导向，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完成自身的文学梦想，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
的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到学习中，用文字引领各族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
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健康发展。

萧子静（白族）、阿娜尔·孜努尔别克（哈萨克族）、魏巍（土家族）、安然（满族）等学员
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先后发言，表示将珍惜此次难得的培训机会，抓紧时间学习充电，力
争在各方面有所收获和进步。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10天，参加培训的40名学员来自全国13个少数民族，是
经由全国25个省区市作协选拔推荐、鲁迅文学院遴选审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批准
录取的，平均年龄38岁。为办好本期培训班，鲁院对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了较为
周详的办学方案。培训班将邀请国情时政、文学艺术、创作技巧等方面的知名学者进行
授课，邀请熟悉民族政策的知名作者、研究专家等与学员们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对
话，力求通过多种形式，使培训班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副院长邢春等出席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
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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