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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当代中国人文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范 式 的 演 变
（1949-2019）” 学术研讨会在广
州大学举行， 近百名来自全国各
地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参与
研讨。 广州大学副校长张其学主
持开幕式， 广州大学党委书记屈
哨兵、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主任武宝瑞、《高校文科学术文
摘》总编何云峰先后致辞。

第一组学术讨论由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钱蓉主
持，任剑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胡
智锋（教育部长江学者 、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海
龙（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分
别就“与国家命运共振：70年中国
政治学的蜿蜒绵亘”、“新中国戏
剧与影视学学科70年发展纵览”、
“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
学术网络”、“中国教育学70年发
展与反思”做主题报告。

第二组学术讨论由《广州大
学学报（社科版）》 主编陶东风主
持，曾军（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
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南开
大学文学院教授）、戴伟华（广州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怡（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忠（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分别就

“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70年文学
理论的演变（1949—2019）”、“问题
在于‘如何’改变世界———30年中
国‘文化研究’学科反思”、“视野·
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

“新中国7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
与思考”做主题报告。

10月20日下午， 研讨会文学
分论坛“新中国70年中国文学研
究的国家话语”在图书馆附楼206
召开。四川大学李怡教授认为，思
考如何真正激活国家体制的能量
促进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如
何研究国家话语、 国家体制与文
学、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是时代
的重大课题。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
究所孟繁华教授认为，虽然表述不
同，但历史地来看，当代文学一直
在处理文学研究与国家话语这个
问题。 我们的特色是先有国家话语
再有文学作品，先有理论、指导思
想，再有文学生产，小二黑、梁生
宝、高大全等人物形象，都是构建
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是带有价值
观的，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
初期社会主义是同构的关系。 新时
期之后，现实主义不断恢复。 发展
到今天， 不仅是在方法上越来越
有包容性， 而且作家是否经历了
现实主义发展阶段的， 也对作品
有很大的影响，如格非、余华等作
家，都在创作现实主义的作品，但
是他们的作品中也能看到现代主
义的元素。 1980年代的文学偏离
现实主义的实验， 到今天已经逐
渐进入到文学生产的内部。 国家
话语是一个中性词， 我们应该以
历史的眼光观照文学话语。 文学
艺术处理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是有超越性的， 不能与社会历史
的发展构成完全一致的过程。

此次会议由广州大学、 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编辑
学会学术期刊委员会联合主办，广
州大学期刊中心承办，《探索与争
鸣》杂志社、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 广州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协办。 （庄大森）

2015年，高龄92岁的马悦然
在澳门演讲，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
次中国行。

2015年4月25日， 马悦然在
澳门科技馆演讲，题目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内容
包含了三个要点：1、瑞典学院和
诺贝尔；2、如何选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3、中国现当代文学已进
入世界文学。 同年的4月26日，马
悦然还在澳门大学演讲厅举办一
场演讲，题目为：《略谈康有为先
生的思想基础、 政治活动和考证
学谬论》。

有的院士认为完不
成颁发文学奖的任务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
尔文学奖》的主题演讲中，马悦然
介绍———

1786年4月5日， 瑞典的古斯
塔夫三世国王建立了“瑞典学
院”，还同时建立了“皇家科学院”
与“皇家历史考古学院” 三个学
院，为什么这三个学院当中，只有

“瑞典学院”没有冠以“皇家”字眼
呢？ 其实是国王刻意去掉的。

瑞典学院的院士不能离职，
应该终身参加学院的工作。 一个
学院的院士去世之后， 院士们自
己选一位学者或作家来代替他的
位子。 现在学院的院士一半是学
者，一半是作家，有的学者也是作
家。 国王自己设计瑞典学院每年
12月20日举办年会的典礼仪式，
这个仪式沿用了两百多年， 是每
年冬天圣诞节以前瑞典最重要的
文化活动。

除了夏天以外， 瑞典学院每
星期四开一次会。 开了两个小时
的会以后， 院士们到属于他们自
己的饭馆去吃一顿晚饭。 除了诺
贝尔文学奖以外， 学院每年颁发

100多个大小不同的文学奖 ，主
要是颁发给瑞典的作家。

起初， 瑞典学院不愿意接受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责任。
很多院士认为瑞典学院的资格不
能超过瑞典语和瑞典文学这两个
范围。 有的院士也提出这个任务
简直没有希望做得到。 18个院士
怎么能够每年选世界上最优秀的
作家？ 讨论了很久以后， 瑞典学
院还是决定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
奖的任务。

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文
学奖该颁发给一个最近发表过一
部带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
学作品”。 诺贝尔用“理想倾向”
这个词来表达对宗教、君主制度、
结婚制度一种批评性的态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如何产生

马悦然还介绍了瑞典学院评
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程序———

有资格推荐文学奖候选人的
人物和组织包括： 瑞典学院的院
士， 与瑞典学院相似的外国文学
院的院士， 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
和副主席， 各国大学文学和语言
系的教授们， 已经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作家。 团体中像作家协会
没有资格推荐候选人，“集体”的
单位也不能推荐。 一个作家没有
资格推荐他自己。

瑞典学院每年秋天发出700
多封信， 邀请个别人物和团体推
荐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推荐
书应该在2月1日之前寄给瑞典
学院。 二月初的候选人名单包括
150至200个作家。 瑞典学院成立
了一个包括五个院士的诺贝尔文
学奖小组。 这个小组二月初开始
讨论名单上的作家。 小组首先把
候选人的名单交给学院讨论，接
着就会把名单缩成越来越短的名
单。 每年春天， 文学奖小组开三
次会。 每次开会后， 小组报告给
学院， 让大家讨论。 瑞典学院的
院士都懂英文、 德文和法文。 有
的院士会俄文、波兰文、捷克文，
有的会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和葡
萄牙文。 只有一个院士懂中文。
我的同事们曾经算过我们18个人
懂的并且精通的语言有十余种。

如果推荐的作家用院士们
所不能读的语言写作，就得靠译

文。 那当然非常不容易。 无论多
么好的翻译，不一定能完全反映
原文的风格。 瑞典学院常常请专
家评价一个作品不同的译本。有
时候学院甚至请另外一个专家
评价我们原来请来的专家是否
胜任。有时候请一个专家作书面
报告，评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
区的当代文学。 当然，这些文件
都是秘密的。

到了每年的五月底， 原来的
候选人的名单缩短了。 最后的名
单最多包括五个或六个作家。 夏
天院士们都有书看了。 9月，学院
开始开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星
期四讨论到底应该选谁为诺贝尔
文学奖的获得者。 文学奖小组的
每一个委员九月底或十月初得写
一个报告， 评价这五六个候选人
的文学作品。 开会的时候， 每个
院士必须发表他对每一个候选人
的评价。 投票的时候， 起码需要
12个院士参加最后的投票，得到
绝对多数票的作家当选。

莫言2012年得奖让我感到非
常愉快。

中国现当代文学早
已进入世界文学

马悦然高度评价中国文学的
成就。 他说———

常常有中国人问我，中国文学
什么时候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让
我非常惊讶。两千多年前中国出现
了《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学
价值的诗选之一；先秦时代的著作
如《左传》、《庄子》、《道德经》是独
特的。 汉朝的《乐府》和民歌，司马
迁的《史记》，魏晋时代的诗歌和散
文，唐代的绝句和律诗，宋代的词，
明清小说，都是中国文化所创造出
来的杰作。西方的哪一个国家的文
学比得上这些杰作？

其实， 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
也早已进入世界文学。 要是从“五
四”运动开始，我们可以肯定鲁迅
先生的地位 。 他在中国 1920和
1930年代的文坛上所起的作用是
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鲁迅没有得
到诺贝尔文学奖呢？ 第一，他的著
作是他死后才译成外文；第二，没
有人推荐他。除了鲁迅以外，1949
年以前的中国有没有值得考虑的
作家呢？ 当然有，沈从文、茅盾、老
舍， 据我看完全比得上当时西方

最优秀的作家。 为什么这三个作
家没有得奖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
容易回答。 除了老舍的《骆驼祥
子》以外，这三个作家的作品没有
大量地翻译成外文。

大陆当代小说家中我还愿意
推荐阿城、冯骥才、刘心武、韩少
功、李锐、余华、苏童、阎连科、贾
平凹、曹乃谦和女作家王安忆、残
雪等。 2000年前还没有汉语作家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常常有大陆
的作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小
小的冰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
五千年优秀历史、 文化很发达的
中国， 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呢？ ” 我的回答是：“冰岛并
没有得奖，一个冰岛的作家Hall-
dor� Laxness1955年得奖。 诺贝
尔文学奖是颁给一个作家， 不是
颁发给一个国家。 ”

康有为有自私、只
顾自己欲望的一面

作为汉学家， 马悦然还是一
位 康 有 为 的 研 究 专 家 。 他 认
为———

康有为是一位考了进士的名
儒；是一位对佛教有研究的学者；
是一位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敢
言敢做的政治家； 是一位同情人
类乌托邦的思想家， 但其品格却
是非常复杂的。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 于1899
年建立“保皇会”，目的是支持光
绪皇帝 ， 后于1906年取消保皇
会，建立“帝国宪政会”，而他便
靠着华侨给予“保皇会”与“帝国
宪政会”的资金，供自己、家人与
友人在国外购买别墅， 过着奢华
的生活。

康有为在《大同书》所描写的
社会， 是一个包括全世界在内的
遥远未来的乌托邦， 认为人生和
社会中所有的恶果， 决定于人心
内在的自私自利的倾向， 而婚姻
制度是创造与巩固社会中不公正
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他主张用一种男女平等的“同居
合同”代替婚姻，合同有效期限一
年， 要是双方同意， 合同可以延
长。 然而，康有为一生却拥有六个
妻子，48岁时娶了他的第三个妻
子，16岁的何旃理；61岁时娶了第
六个妻子，19岁的张光。 康有为有
自私、只顾自己欲望的一面。

11 月
4 日， 著名
歌 唱 家 雷
佳 将 在 广
州 大 剧 院
举 办 独 唱
音乐会《献给祖国的歌》。
音乐会选取了从建立新
中国到当前新时代各个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优秀
民族声乐作品、艺术歌曲
十余首。 曲目包括《浏阳
河》《谁不说俺家乡好》
《父老乡亲》《在希望的田
野上》《世纪春雨》《赤子》
《高原舞狂》《新时代的荣
光》等，观众可以欣赏音
乐无穷的魅力，感受新中
国各个时期的时代脉搏。

女高音歌唱家、歌剧
表演艺术家雷佳，曾在一
年内摘取中国音乐金钟
奖、CCTV 青歌赛等多项
顶级声乐赛事的第一名，
引起乐坛瞩目，从此登上
歌剧舞台：作为“二代木
兰”， 在国内外演出原创
歌剧《木兰》近百场；主演
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
版 ， 并拍摄中国第一部
3D 歌剧电影《白毛女》，
被誉为“第四代白毛女”；
创造了国家大剧院首部
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
中的主角“水红莲”；主演
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
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
德汉》、花儿诗剧《雪白的
鸽子》等。 她因在歌剧领
域的成就，获得“梅花奖”
和“文华表演奖”。

（震宇）

虹影：
那部分呈现出来在携新书《罗马》柔软回归的

同时， 由娄烨执导的由她的小说
《上海之死》改编而成的电影《兰
心大剧院》即将上映

把心灵深处秘不可宣的□文/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你可以拒绝一切诱
惑，除了罗马。 ”

虹影最近很忙，新书
《罗马》出版了，由她另外
一部小说《上海之死》改
编而成的电影《兰心大剧
院》 也将于 12 月在国内
上映。

熟悉她的读者看过
《罗马》，都在感慨，虹影
又回归到“女性”“重庆”
“童年”这一系列的母题。
十多年前，《饥饿的女儿》
《英国情人》 等作品为她
赢得了女性主义作家的
盛名。 尽管她打破禁忌的
写作一直广受争议，但她
牢牢攥紧手中的笔，从未
放松、 放弃过———事实
上，她的高产量令很多作
家望尘莫及，她对一代读
者特别是女性的影响至
今为她保持着高人气。

不过，对于“女性主
义”、“女性写作” 这样的
标签， 虹影并不是很在
意。 她说她只是喜欢书写
女性对自身的注视，以及
如何打开自己的禁区。 就
像《罗马》这本书的封面
所诠释的，在玫瑰色的人
生中，女性用两只手柔软
地打捞， 在虹影看来，谜
底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打捞的动作和过程。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专访时，虹影也谈起娄
烨导演的《兰心大剧院》。
她毫不吝啬地赞美娄烨，
是“为电影而生的人”。

小说用镜头感引领读者

找到可穿越的四维空间

娄烨把电影当生命

新女性追求的是真爱

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在广州大学举办“当代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1949-2019）”学术研讨会

70年人文科学范式转型纵览
18 个院士怎么评选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

□庄园

雷佳莅穗独唱
“献给祖国的歌”

资讯热点现场

A7 即使我写的诗在说历史故事， 也会
加插爱情的元素，散文也好，诗也好，小
说也好，也会有爱情元素在里面的。

———澳门作家系列 １：贺绫声

A10 蓦然回首，最令人感怀的，其实不是什么是非与功过，
而是促成那几回“三人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氛围，以及自
以为颇具创意的对话文体。

———陈平原《豪气、志气与稚气》

A9 懂得大味必淡，是要在怡甜快辣之
后，就像艺术中的“平淡”，是要在“绚
烂之极”之后。

———董改正《大味》

A8 把小说的人物写活最难。 因为我写过电影《雅马哈鱼
档》、电视剧《南国有佳人》等，很讲究现场感、画面感，也很
讲究语言的精炼、活脱。 所以我爱在生活里寻找素材。

———朱绍杰 陈莹《章以武：书写人间烟火味》

2015年，高龄92岁的马悦然在最后一次中国行中谈及———

羊城晚报：从《英国情人》到
《燕燕的罗马婚礼》，您似乎很钟
情也很擅长书写跨国恋，您认为
这是新女性勇敢的象征吗？

虹影： 新女性追求爱情时，
不会看他是哪国人，只在乎是否
是真爱。 我喜欢逃离平淡的生
活，对远方或他乡有着无尽的向
往。童年时，江上出现了大轮船，
我们都会跟着追好几里！我们本
能地要去远方，当然，最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爱情。

羊城晚报：《罗马》这本书里
还收录了您多篇写罗马的散文，
散文、诗歌、小说，您更偏爱哪种
体裁的写作？

虹影： 我喜欢诗的想象，它
高过青天白云， 低到悬崖深处，
小说呢， 我喜欢构思的过程，故
事就像洋葱， 要一层层剥开，散
文要写好，得有一颗明亮的心和
老鹰的眼睛。

羊城晚报： 写了三十多年，
今天的您如何看待女性主义？

虹影： 我不太想谈论女性主
义， 我只是喜欢写女性对自身的
注视，如何打开自己的禁区，比如
在《罗马》这本书里，写了小女孩
对性的萌动，对成长的恐惧，对那
些瞬间，我用线性状的历史，表现
她们一生中所处的这样那样的位
置，以及所扮演的角色。

羊城晚报：小说的主线以
罗马为故事主场 ，讲述两个同
样出身于重庆贫民窟的女孩
的命运交错 ，她们为了追求自
我而出走异国 ，但是她们又拥
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对您而
言 ， 哪个女孩更接近您的本
心？

虹影： 一个是热爱阅读和
凝望江水的女孩，一个是喜欢
在沙滩上跳舞的女孩，她们逃
离了日复一日的山城，心向罗
马，来到了罗马。 这时的她们，
都是我，但都不是我。 尽管生
活中有推不开的黑暗，她们却

不屑一顾地昂起头来，她们在
面对自己时，真实而坦然。 这
是新女性，再也不是伍尔芙笔
下的达洛维夫人，不是上街购
买鲜花、回家后却抑郁难忍的
女人。 她们要进入这个世界，
打烂它。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设
计了一条副线 ，合着主线的每
一个篇章 ，讲述了另一个发生
在重庆长江边近乎荒蛮的成
长故事 ，这条副线和主线有什
么关系？

虹影：我写作时突然想知
道我的主人公在另一个时刻

在做什么？ 有时我是这个人，
同时也是另一个人，可穿越过
去与未来，在客观世界与主观
世界并行，把心灵深处秘不可
宣的那部分呈现出来，通过江
水和历史、现实、未来去找到
一个相遇的四维空间，同时使
不同的时刻、不同的人穿入罗
马这面镜子，相互交融，相互
错综，叠加式地对人生的不同
阶段进行回忆、 感受和重塑。
主线与副线相互补充，是一个
俄罗斯套盒，你在我中，我在
你里，如果仔细读，可以找到
好多对应和暗喻。

羊城晚报：前些年您一直
在写儿童文学 ，这本 《罗马 》
被宣传为您的回归之作，为什
么会专门为罗马写一本书？

虹影：我喜欢绝美之城罗
马，一见倾心。 每年夏天会居
住在意大利两个月，接连十三
个年头，每次会在罗马相当长
的时间。 对异文化的兴趣，让
我回看自己的生活与写作，跟
在中世纪的仪式化的游行队
伍里，听意大利人低声哼唱歌
曲，仿佛有新鲜的血液注入。
随便进入一条街，都是大艺术
家的故居或作品， 这儿充斥
美、当然也充斥着美食，你会
忘记你暂时身处的世界，忘却

现世的痛苦。 可是当你冷静
下来，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只不过是从一个空间到另外
一个空间，冷却后回到这个空
间，你会回想为什么跟之前不
一样了。 罗马带给你愉悦，愉
悦后会有沉思。 罗马的这种
城市性格也决定着《罗马》这
个故事的写作。 在罗马是没
办法很沉重的，很多事情的发
生让你啼笑皆非。 对我来说，
罗马是一个转折点，是一面镜
子， 给我勇气， 让我直视自
己，包括从前的生活。

羊城晚报： 书中的小说
《燕燕的罗马婚礼 》画面感很
强 ，您写作的时候 ，是有意在

用电影镜头的方式推进吗？
虹影：我的小说一向具有

镜头感，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
导演找我合作。 我很小就是
图片思维的人，我凝视长江江
水， 船只驶入视线， 鸽子飞
过， 我的母亲从沙滩进入，我
朝她跑去。 阁楼停电，我点着
一根蜡烛上楼梯。 屋顶瓦片
上猫在叫，邻居在咳嗽……小
说如此，能带领读者进入我的
故事里， 走入所写人物的内
心，看到他们的眼睛和皮肤的
颤抖，以及他们回望痛苦的叹
息。 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是
我创作的主旨，而不单纯是回
忆。

导演娄烨与作家虹影

研讨会现场

雷佳

庄园（左）与马悦然合影

虹影

莲子诗歌雅集
10 月 26 日下午，由

广州诗社主办、 海珠区作
协协办的“看取莲花净，应
知不染心———莲子诗歌雅
集” 在广州市文联会议室
举行，约 70 名诗人、作家
和诗歌爱好者参加， 祝贺
莲子诗集《寂静的山庄》出
版。 (南菲 )

羊城晚报： 您是怎么认识
娄烨的 ？ 这次合作前有看过他
的其他电影吗？

虹影： 最先我们因合作我
的长篇《英国情人》而认识。 娄
烨的电影每部必看， 他是我最
喜欢的华语导演之一， 把电影
当生命的人，我尊重他。

羊城晚报： 很多人认为，原
著 《上海之死 》是您的上海三部
曲中最特别的一部，您认为它之
所以能吸引娄烨的原因是什么？

虹影：娄烨说，是作品里的
女性主义色彩吸引了他。

羊城晚报： 电影在多大程
度上还原了原著？

虹影： 娄烨把我小说中有
的都拍出来了， 把隐藏在人物
内心的部分也拍了， 非常了不
起。 我们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 那么多演员和观众那么
爱他的电影， 是因为他就是为
电影而生的人。

羊城晚报： 对最后电影呈
现的效果，您满意吗？

虹影： 这部电影看之前我
非常好奇， 也特别害怕会不喜
欢，看完后很惊喜，娄烨就是技
术和理论水平合二为一的导
演，我特别欣赏。

羊城晚报： 您如何评价巩
俐的表演？ 和她有过交流吗？

虹影：巩俐是天生的演员，
我看到她就是书中走出来的于
堇，那个旧上海的戏子加间谍。
她在《兰心大剧院》里的表演是
会让人忘记她是巩俐。 在威尼
斯电影节首映式时， 她就坐在
我前面，我祝贺她：“非常好，非
常特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