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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书写生态书写：：中美非虚构之思中美非虚构之思
□□王王 晖晖

现代美国非虚构文学对于美国社会生

态和自然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社会

生态进行反思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体现为从

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贯穿对

于美国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深切反思。

而对自然生态进行反思的文本，则主要体现

为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视角，它们表达对于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生态的忧思。作

家身份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两

种生态反思类型文本的文化与审美诉求。

而这种追求最终通过文本结构、叙事话语和

非叙事性话语等方面反映出来。

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辛克莱

的《屠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报

道、非虚构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的代表人物

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汤姆·沃尔夫、

斯特克尔的诸多作品，都是比较典型的对于

社会生态的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它们从

批判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贯穿着

对于美国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深切反思，

通过对美国社会激变的描述，来探寻社会生

态中那些比虚构更激动人心的现实震荡，以

此表达作家们反传统和反权威的独立文明

批判理念，表达对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的深切

关注。

而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利奥波

德的《沙乡年鉴》（1949）、蕾切尔·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1962），以及戴维斯的《浓烟

似水》（2002）、韦斯曼的《没有我们的世界》

（2007）等作品，作为对自然生态的反思类

型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从生态主义和理想主

义视角出发，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

思。1962年，当环境问题还没有进入到美

国政府的决策视野之时，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她的作品《寂静的春

天》。这部作品没有一如既往地书写人与自

然的诗意关联，而是对“DDT”化学农药这样

一个象征科技进步事物的批判，因为它在杀

死危害农作物的昆虫的时候，也扼杀了人类

的生存环境，将一个喧闹生机的春天变成为

一个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应该算作当代

生态文学的“觉醒之作”。后来的所谓环保

文学、生态文学等说法实际都与它分不开。

可以说，《寂静的春天》以来的美国非虚构文

学，是在高速运转、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

来临之际对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反应，这种反

应在某种意义上与对社会生态反思类型的

非虚构文本的理念不谋而合，那就是以对于

自然生态的人为破坏、人类再生系统面临无

法预知的厄运，来警醒政府和人民，来表达

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反叛人类愚

蠢的盲目自大。这无疑是一种独立的文明

批判理念。在生态反思上，对社会生态反思

类型的非虚构文本与对自然生态反思类型

的非虚构文本有所不同。前者的关注局限

在人的“自我”本身的危机（包括个人与国

家、民族与文明、正义与非正义等），而后者

则主要表现人与“他者”（包括除人之外的其

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危机。而正是有了

前者所表现的危机，才导致了后者所揭示的

危机，即自然生态的危机直接来源于人的精

神生态的危机。因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

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改变自然力量的物种，这

使得他放大了自己的地球主宰意识，在欲望

的驱使下，人对于环境平衡的无极限的打破，

使得“土地伦理”扭曲，人成为“土地共同体”

的巨无霸。对此，一些作家试图将“和谐”作

为某种解决之道，譬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

鉴》中对于“土地伦理”的阐释，即是希望人与

自然在这个土地共同体之中和谐相处；蕾切

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所表达的“生物共

享”地球观念，也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的生态文学大致起于上世纪80年

代的台湾，之后大陆的作家也陆续开始了这

方面的写作。徐刚一开始是以诗人的形象蜚

声文坛的，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诗意书写人生

的人，成为大陆比较早、也比较集中地以纪实

的方式反映生态受损现实的作家。他的《伐

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长江传》以及他

以诗的笔触描绘青藏高原的《大山水》，让我

们深切感受到一个诗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人

的“诗意的栖居”环境沦丧的痛斥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有责任感的

报告文学作家，密切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

生态所频现的危机现实，写出了许多震撼人

心的警醒之作。单就描述江河生态和水危

机而言，就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

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江河并非万

古流》和《长江传》、哲夫的“江河生态报告”

系列、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卢跃刚的《长

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陈桂棣的《淮河的警

告》等。21 世纪以来，陈启文的《大河上

下——黄河的命运》和《命脉——中国水利

调查》等“江河系列”，既不是有关中国水系

和水利的面面俱到的教科书，也并非《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的文学版，而是有其独特叙

述视角的纪实报告。作品将中国主要水系

的水利建设历史及其现实状况的调查作为

贯穿全文的主线，致力于真相的揭示。必须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保持、修复，最终实现包

括水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保住了

水的健康生态，就是保住了人之生存和发展

的“命脉”。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即实现

其主体自由为目的，思考和反思现代化进程

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关注和警醒人类社

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与此目的相悖离

的缺失，反思和批判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以及

人性中急剧膨胀的私欲，警惕和预防人类非

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他的《中华水塔》

写青海三江源生态，不是有关三江源的旅游

指南，而是对三江源生态现状及其危机作极

富针对性的深入的考察，将触目惊心的现实

客观再现出来，将人的修复与保护意识的觉

醒以及实际的行动再现出来，以此警醒国人

和世人。

任林举是生态非虚构书写的后起之

秀。他的《粮道》不仅创设了一个“新概念”

的纪实文体，而且关注“粮食”这一涉及国计

民生的大事，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

问题报告文学。但这部作品的叙述却更为

从容——由粮食说开去，运用多学科的视

角，以生动的话语阐述“民以食为天”的“大

道”，以及粮道与人道、粮道与国家、粮道与

世界的复杂关系。这些叙述确证了知识分

子写作的基本旨归。

还有一些作家则是从“林”的角度表现

生态及其与人的关系，譬如，李青松的“山

林”系列——《共和国：退耕还林》《告别伐木

时代》《乌梁素海》《油茶时代》《粒粒饱满》

《万物笔记》等，这是一位林业工作者长期

“身临其境”的所思所感。作为记者和编辑

的王国平，近几年写出了《美丽乡村在说话》

《一片叶子的重量》《好一个大“林子”》等作

品，从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安吉白茶产业

的生态扶贫、河北塞罕坝林场等视角再现

“林与人”的关系。

应该说，与美国的生态文学相比，中国

的生态文学属于后来者居上。在虚构和非

虚构领域，中国的优秀作家都创作了极具中

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

文学并不是科学报告，而是浸润着人文关

怀、终极关怀的形象书写，充溢着浓郁的

“人”之忧思。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与借

“狼”发挥、主讲民族精神的姜戎小说《狼图

腾》不同，它紧扣生态问题不放，着力点在诠

释人与生态的关系。在《怀念狼》里，狼与人

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二者互相敌对，

相互威胁着对方的安全与生存；另一方面，

人与狼又互相依存，前者离不开后者。这正

是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规律所在。一旦

狼被消灭，“猎人”便身心衰竭直至死亡。这

就告诉我们，人作为地球生物的组成部分，

一定是生物多样性的受益者，人不可能消灭

一切物种而自己却孤独地活着。正像有学

者指出的那样：“狼与人相辅相成、相依为

命，狼的悲剧性命运的结束其实就是人的悲

剧性命运的开始。”所以，《怀念狼》思考的正

是当代生态文学共同关注的东西，它的结论

刚好印证了“和而不同”的生态人文主义的

理念。这种理念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强调人

与自然混沌不分、绝对同一的“自然人文主

义”，以及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相对抗、相

毁灭的“科技人文主义”的反拨与超越，它确

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与他物的联系

和对整个系统的依赖，没有物种能够单独生

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在大和谐的境界之中相

互利用、相互牵制、相互竞争，最终实现各自

的存在目标。

在虚构和非虚构领在虚构和非虚构领

域域，，中国的优秀作家都中国的优秀作家都

创作了极具中国情怀和创作了极具中国情怀和

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学作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学作

品品。。生态文学并不是科生态文学并不是科

学报告学报告，，而是浸润着人而是浸润着人

文关怀文关怀、、终极关怀的形终极关怀的形

象书写象书写，，充溢着浓郁的充溢着浓郁的

‘‘人人’’之忧思之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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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脉源远流长，代有才人出。所谓

“脉”者、“源”者，都指传统，是似乎“不变”

的部分。但所谓的“不变”，自然不是死水无

波，而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流水不腐，润

物无声，一代代将“变”融入“不变”里，这样

的“传统”，才是永葆文学繁荣的土壤。

正因为“草色遥看近却无”，变与不变，

要在长时段的观照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

江苏作家队伍，胜在稳定。新时期初，江苏

的老一代作家，如在京的汪曾祺、南京的陈

白尘等，背向当时的伤痕、反思、改革潮流，

独具一格；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张弦等复

出作家实力犹在，成为当时文坛的中流砥

柱。稍后，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

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朱苏进等作家声誉

鹊起，他们参与了当代文学版图的建构，创

造力至今未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

“他们”诗歌群体，成为“后新诗潮”代表者，

90年代部分转向“新生代写作”，其中如韩

东、小海等的诗歌创作至今保持着较高的

水准。90 年代后期开始，毕飞宇、叶弥、鲁

敏、丁捷、胡弦、朱文颖、魏微、戴来、李凤

群、黄孝阳等新生力量渐次亮相。江苏文学

已经在40多年思潮嬗变、社会空间发展的

“大变局”中，波澜不惊、不知不觉间完成了

薪火相传、新老交替。

作家队伍的稳定，也保证了江苏文学

的重心稳定、道统相传。一方面，是成名作

家的人格魅力与光晕效应所发挥的示范作

用。如汪曾祺之于叶兆言、毕飞宇、鲁敏，陆

文夫之于范小青、陶文瑜等；或者如毕飞宇

之于里下河，范小青、苏童之于苏州，韩东

之于南京青年诗人；另一方面，是成熟的培养体系的

传帮带作用。周梅森曾回忆 80 年代成立的青年创作

组，当时的组长梅汝恺常说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

表艾煊、陆文夫等老一辈作家来做桥梁的：“老一辈作

家通过这座桥梁了解青年作家，青年作家通过这座桥

梁来理解老一辈作家，这座桥梁对我们来说，决不是

可有可无的。”从 80年代的《青春》杂志、南京的文学

创作讲习所、江苏作协的“青年创作组”、南大作家班，

到新世纪以来毕飞宇针对业余作者的“小说沙龙”、江

苏省作协的“雨花写作营”、“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

“名师带徒”计划等。师徒传承、沙龙会诊，这类做法是

传统而私人的，在当代江苏，它成为一道不起眼的“桥

梁”，既是代际传承之桥，也是沟通变与不变之桥。

文脉绵长，脉分三支，江南文学瑰丽细腻、苏北文

学雄浑质朴、里下河文学则兼得雄秀，而互相之间吸

引、转化，陈辽概括江苏文学特点为“清隽、俊逸、高

洁、挺拔”。外在看，作家风格整体未变，而细察内部却

又与时而变、时时而变。写《临街的窗》的范小青，与写

《香火》《城乡简史》的范小青；写《桑园留念》的苏童与

写《黄雀记》的苏童；写《祖宗》的毕飞宇与写《平原》的

毕飞宇；立意要叛出《今天》影响的韩东与如今老而弥

坚的韩东……几十年光阴一霎，沧桑了容颜，而对于

读者，因为熟悉，便多了亲切与眷恋。但是，“庾信文章

老更成”，经历了 40年间现实主义、先锋思潮与世俗

主义的淘洗，作家今日之“我”焉是昨日之“我”，只因

文学之树常青，保持了“变”的连续性，无非日移花影，

不觉其“变”而已。

既有文脉，自有主脉。当代江苏文学的发展自有

其不变的主脉，或者说，是变中之不变。

其一，知识分子风骨与人文情怀不变。江苏悠久

的“士风”传统，是江苏作家引以为豪的荣耀，也是时

时反思、审视的资源。丁帆的《江南悲歌》、费振钟的

《堕落时代》、夏坚勇的《湮灭的辉煌》《大运河传》等学

者散文，均是向江南历史和传统的致敬之作。传统“士

风”当代的呈现，一是隐含的传统文人风骨情怀，如汪

曾祺、陆文夫、叶兆言、储福金等；二是对知识分子立

场的坚守，如陈白尘、董健、丁帆、朱晓进、王彬彬、王

尧等。这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江苏文人隐逸与坚守

的两面，在这样的传承里，江苏文学焉能不深受影响？

2013年异军突起、广受好评的南大校园话剧《蒋公的

面子》表明了这种具体而微的影响。

其二，现实主义关怀不变。从实际创作

看，从 80 年代的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

张弦、赵本夫、范小青、周梅森等，到从先锋

回归的苏童、叶兆言，再到当下的毕飞宇、

鲁敏，江苏文学的现实主义主脉始终未断；

从理论倡导看，从汪曾祺的《回到民族传

统，回到现实主义》、高晓声的批判现实主

义、陆文夫的“糖醋现实主义”、陈辽的“开

放的现实主义”，到丁帆一贯坚持的“现实

主义永远是，也只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主流”的断言，江苏学者对现实主义也可谓

一往情深。不论文学如何创新，江苏文学从

来保持对“人”的关切和现实问题的关注，

从来不好高骛远而是扎根并钟情于日常生

活，这便守住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基因。

其三，探索与开创精神不变。例如，汪

曾祺的创作是 80 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

“清流”；高晓声在写《陈奂生上城》的同时，

也进行着《钱包》《鱼钓》《山中》等小说实

验；赵本夫、周梅森被陈思和、贺绍俊等学

者视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苏童、叶兆

言、格非等都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而

“60 后”的鲁羊、“70 后”的黄孝阳、“80 后”

的陈志炜等都一直在延续着先锋创作；此

外，80 年代王承刚、赵家捷等的小剧场实

验、90 年代新生代的“断裂”行动、新世纪

引发轩然大波的“2006年度诗歌排行榜”，

以及从 80 年代《他们》到新世纪《南京评

论》等民间诗歌刊物的坚持，一切表明，江

苏文学貌似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始终有着

一颗年轻狂野、时时求变、坚持个性的心。

因此，“不变”中其实有“变”，要义在于葆有个性。

江苏作家各自探索却群而不党，很少有统一的“思潮”

或“流派”。例如，同为现实主义，从老一辈高晓声、陆

文夫、张弦等，到中生代的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再

到更年轻的鲁敏、黄孝阳、孙频等，各不相同。又如，韩

东拒绝认为《他们》是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只是朋友

意气相投；范小青、叶兆言等对“新写实作家”的“头

衔”并不“感冒”，叶兆言直陈：“新写实是被批评家制

造出来……作家要站稳立场，不能被这些热闹的景象

所迷惑”。

保持个性各求其变，还难在如陈辽所言的“开风

气之先而不失其‘正’”，或者如傅元峰所言：“先锋而

不张扬，个性突出但不唐突锋利。”何以能如此？陈辽

认为，“相对稳态的心理使新时期江苏作家不趋时、不

媚俗，染有些许‘名士’风度，却并不因此而导致自我

封闭，比较起国内借鉴西方、涉笔蛮荒或者直面改革

的一批作家的追求来，他们诚然迥异其趣”。作为文学

的“圈外人”，画家丁方对《他们》的评论也提供了佐

证：“他们自我感觉比较全面，心气也比较高，因此不

屑于去研究什么策略。……江苏的现代艺术家，不管

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但基本上是忠实于自我内心

的，他本来追求什么就是什么，你那个东西再时新，他

也不会去掺和。”

正如《世说新语·品藻》所云，“我与我周旋久，宁

做我”。在这样的传统里，江苏文学始终尊重个性，兼

容并蓄，反而形成摇曳多姿的文学面貌。因此，江苏文

学从来如此：各各往前走，忠于内心，随心所欲不逾

矩，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已是新天地。正如哲学中的

“忒修斯之船”，变耶？不变耶？昨日之我是我？非我？但

知新世纪天地广阔，江苏文学之船将一直远航。

“文学苏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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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6日，“迷花醉月

作诗狂——张雷咏诗词集《大江东去》

首发式暨分享会”在北京雍和书庭举

行。李树喜、王改正、黄国辉、游翔、蔡

世平、莫真宝、陈博涵、鲁平辉、刘能

英、韦树定等参加活动。

《大江东去》近期由中国书籍出版

社推出，收入作者近十年来创作的

200余首作品。其中既有着力描绘乡

村巨变、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现实题

材作品，也有从细小处入手、富有深度

和广度的哲理性诗歌，还有不少幽默

诙谐、极具意趣的轻灵作品。与会专家

认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是众多

诗人写作的重要动因。张雷咏就是这

种试图通过诗歌写作寻找生命价值与

永恒的诗人。他在诗词中直面生活中

的苦难与欢乐，描绘那些富有诗意的

生活细节，表现人民身上的进取奋斗

精神。一个个普通人，他们通过坚韧的

付出，支撑起生命的天空，同时也就撑

起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的天空。诗

人也书写了乡村的发展、旧城的改造，

以及对日常事物的哲性思索，题材内

容非常丰富。在艺术上，诗人学古不泥

古，注重使用新意象、新语言入诗，体

现了其诗词创作的当下性和及物性。

（黄 柯）

本报讯 11月30日，第八届“西

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

举行。施战军、艾伟、吴玄、南帆、孟繁

华、程永新、陈东捷、宗仁发、贺绍俊、

程德培、谢有顺、洪治纲、徐则臣、李云

雷、张楚、黄咏梅、戴来、魏微等作家、

评论家参加典礼。

本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于

2021年1月启动，从全国各文学刊物

2019年 7月至2021年 7月发表的中

短篇小说中选择六部进入终评，最终

余静如的《404的客人》、宋阿曼的《西

皮流水》、徐衎的《你好，明媚》获奖。

评委会认为，余静如的《404的客

人》敏锐地写出了在上海漂泊的年轻

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城市标本的意

味。宋阿曼的《西皮流水》用一种特殊

的方式写爱情，通过“双叙事人”结构

展开叙述，给困境中的人以某种启

发。徐衎的《你好，明媚》记叙父子俩

一次看电影的经历，细腻地写出了父

亲的存在状态，也写出了“我”丰饶的

内心世界。

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

坛”在颁奖结束后举行，20余位作家、

批评家围绕“文学与记忆”的话题展开

讨论。

12月1日，杭州市文学艺术创作

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市作协共同举办了杭州青年作家改稿

会，并组织专家学者研讨麦家长篇小

说《人生海海》。 （浙 闻）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12月19日，由文艺报社、广东

省作家协会、暨南大学文学院、

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

外文化传承传播协同中心主

办，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

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

论》承办的“非虚构、扶贫文学

与《在群山之间》作品研讨会”

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作协党组

书记张培忠、暨南大学文学院

书记魏霞、暨南大学文学院教

授宋剑华等参加会议并致辞。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

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

明、张丽军主持。

大家在研讨会上围绕非虚

构写作、扶贫文学以及《在群山

之间》的创作得失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大家认为，陈涛

的《在群山之间》在主旨开掘、

语言运用、叙事策略等方面都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彰显了作

者宽广的作家襟怀、真挚的人

民情怀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是

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非虚构作

品。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

步推动对非虚构写作、扶贫文

学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挖掘

和探寻《在群山之间》的多重价值，推

动学术界对新世纪中国新现实主义文

学的深入讨论和分析。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文联和文艺报社联合举办的“温州记

忆·百年献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文学征文活

动落下帷幕。经过初评、复评、终评三轮评选后，黄亚洲的散文《关

于温州的两篇随笔》、周瑞金的散文《难忘温州中学三年的学习生

活》、缪克构的诗歌《大海边上的村庄》、王久辛的诗歌《江心屿之澄

鲜考》、红孩的散文《黄昏中的玉海楼》、孙侃的报告文学《碗窑古

村：一份遗落在山间的珍异》、陆承的诗歌《鹿城典章：山河奔涌或

锦绣册页》、蔡庆生的散文《百步岭头花未残》、方向的诗歌《温州精

神》、傅建国的散文《一个人和一座城》10篇作品被评为获奖作品，

另有陈士彬的散文《泥土芬芳》等10篇作品被评为优秀作品。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此次征文旨在以文学的形式抒写一百

年来温州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展现温州人的创业史、奋斗

史和创新史，记录温州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创造及生

动实践。自今年3月征稿启事发布以来，收到了全国各地作者的投

稿3000余篇，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体裁。（浙 闻）

“温州记忆·百年献礼”征文评选揭晓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

张雷咏诗词集《大江东去》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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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4周年。秉承“亲

民、简朴、热烈、精彩”的原则，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系列演出及

活动当天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精彩呈现。

当晚，入场观众都会收到“艺生相伴 温暖同行”主题感恩卡片，

工作人员身着大剧院自制剧目的服装与观众互动。经过改造升级的

“永不落幕的舞台——国家大剧院艺术成果展”和全新打造的“幕·

光——国家大剧院舞台艺术摄影展”各具特色，吸引了不少观众。在

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歌剧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辞旧

迎新”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舞剧《冼星海》、话剧《玩偶之家》分别上

演。在线上特别策划节目中，主持人春妮、邬晔纬化身“艺术体验

官”，带领大家“云”端全方位游览大剧院。青年舞蹈家王亚彬、黎星

带来的科技赋能艺术展示由国家大剧院与阿里文娱联合出品，帧享

数字影棚承制拍摄，运用虚实结合的XR技术呈现出亦真亦幻的视

听效果。“如歌岁月：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经典作品音乐会”和“吕嘉、饶

灏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也在线上与观众见面。（王 觅）

本报讯 12月18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

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潇湘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的建党100周年献礼片《何叔衡》专家观摩研

讨会在京举行。专家学者、主办方和片方代表等与会研讨。

《何叔衡》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潇湘第二影

业有限公司、湖南宁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打造，

谭仲池、赵楠编剧，刘苗苗、周琦执导，巩峥领衔主演。该片

讲述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第一任工农检察部部长期间，在中央苏区公正断案

顺应民心、体现公平正义的故事，以及何叔衡在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曲折过程。

与会者认为，《何叔衡》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

的生动形象，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现实教育性为一

体，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塑

造了主人公追求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不怕牺牲、对党

忠诚、不负使命的精神状态。特别是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

叙述方式，以虚代实、虚实结合，催人泪下。（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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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孙基林著作《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

英文版《Rise and Noise:From Misty Poetry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s》由德国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该书被列入德国

东亚研究丛书，由崔英和黄秀国共同翻译。该书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语境与过程”，结合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的政治、社

会和历史背景，概括描述了当代新诗发展中的重要现象、重大事

件、诗人群落及历史文化场景。第二部分“朦胧诗论”详细论述了

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文本修辞以及思想特征、写作模式和现代性

等关键问题。第三部分“第三代诗学”则系统分析、阐述了第三代

诗歌的整体特征、语言观念、本体意识和后现代转向等诸多层面。

《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中文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于2004年初版。此次英文版在海外出版，作者在中文版本的基

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整理、补充和修正完善，并作为补录部分附

于书后刊行，为该著作的海外传播与其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

（马春光）

孙基林《崛起与喧嚣》英文版出版 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4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