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罢文联各协会的年度报告，我
留意到一个频次很高的用词，这就是

“融合”。各领域都在讲融合发展，这
意味着文艺发展一个很大的特色就
是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与新出现的媒
体和技术、与新的表现手法的融合。
当然具体说来，各有各的融合，比如
曲艺的融合和电视电影的融合不完
全一样，但融合式的发展却是许多领
域表现出来的特点。

曲艺协会的年度报告直接将
“融合”作为主题词贯穿于年度观察
的归纳。主撰者李博用“艺的融
合”、“人的融合”、“事的融合”和“场
的融合”这四大融合总结盘点2019
年曲艺领域的发展；杂技协会的报
告总结该年度最有突破的三个杂技
项目——“武侠杂技剧《笑傲江湖》、

杂技报告剧《心烧?眷恋》、杂技舞台
剧《旗帜?声息》”最重要的创新突破
是“跨界融合的创意”；电视的年度
报告则在综艺节目创新方面，提到

“融入高科技”使晚会更显示出质
感，更具有活力，又提到“公益与综
艺交融”使之更深入人心；摄影协会
的年度报告鉴于摄影新现象的层出
不穷，提出要将“跨界深耕”作为努
力的目标。

这些不约而同的新特征总结实
际上触及到了当代社会科技迅猛进
步、快速持续都市化、欣赏趣味既混
合又分化等各种变化，它们给文艺
各领域带来了从前所未遇到的问
题，又带来了新的机遇。就拿曲艺
来说，从前是稳定的观众、稳定的行
当把式，摆开架势，无非就是吹拉弹

唱。但如今不一样了，观众可能来
自四面八方，单一稳定的曲艺唱腔、
单一的曲调，满足得了张三，可能满
足不了李四，于是就有了“曲种叠加
式的融合”：不同的曲种同时登场，
各取所需。

主旋律的诉求存在多方面，况
且时有不同，如“湾区繁荣、红色文
化、民族复兴、小康社会、脱贫攻坚、
全民抗疫、快递小哥”等，那就应之
以“文化勾兑式的融合”：多主题、多
曲种“捆绑推进”。现代传媒技术的
发展创造出“线上”另类空间，要求
曲艺去占领，那就来一个“二元呈现
式的融合”，既开展“线下之场”，又
开展“线上之场”，尽量运用技术手
段拓展曲艺的生存空间。又如杂
技，本来杂技的表演只是展现“硬功

夫”的，如今将武侠的元素、叙事的
元素、声光化电的元素引入进来。
既保持杂技“硬功夫”的一面，又使
得“硬功夫”的呈现表现出抒情、叙
事等前所未有的特质。这是非常富
有创造性的尝试。

总之，在一个变化快速的社会，
文艺亦将随之改变。在这样的时
代，越快领悟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就
越能创造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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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出品并报
送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亲爱的中国》（瞿
琮词、隋晓峰曲）、《此生最爱是梨园》（苏
虎词、陈挥之曲）入选中宣部第八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亲爱的中国》入选
不出意料，这首歌登上2020年央视春晚，
前辈瞿琮老师的歌词大气、深情，自不用
赘述，隋晓峰的曲的确有其个性，尤其主
题发展到副歌位置的旋律非常优美，过耳
能记，渐弱音的收尾，在主旋律歌曲“高起
强收”的惯性写法中很少见。《此生最爱是
梨园》则是一首用现代视角来解读传统戏
曲的作品，既有传统粤剧唱腔的韵味，同
时又打破了传统曲牌的结构，词句自由轻
灵、语言文白相融、古今呼应，音乐与器乐
的运用都具有浓郁的岭南风味，是粤剧戏
歌的一次成功探索。

从题材和音乐风格上来看，《亲爱的
中国》与《此生最爱是梨园》是完全不同
的两首作品，前者以抒情的笔调写出辉
煌气势；后者则再次让我们看到写“中国
梦”原来也可以不用那么直奔主题，也可
以含蓄一点，宽泛一点。中国音协在对
主题歌曲的择优录用标准上，有了更宽
泛，更包容，更注重艺术性的悄然变化，
令人鼓舞。

从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报送、入选
“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
中国听见你’2018年度优秀歌曲”的作品
《甜蜜的高帽》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有
人认为可能因为这首粤语歌让评委们在

“大同”中感受到“小异”的新鲜有一定关
系。“听见中国听见你”2019年度优秀歌曲
评选，广东再有两首作品入选：《雨岭南》
（彭子柱词、李需民曲）、《你的模样》（李立
群词、郑伊洋曲）。《雨岭南》的歌词写得很
唯美：“不要说荔枝熟透泄红妆，缠绵的往
事有人雨中讲；谁迷醉荷塘忘了归乡，心
若莲花盛开成天堂”；《你的模样》歌词亦
如此：“如果有人说起我的故乡，我就望着
你在的地方。尽管遥远也可能荒凉，但你
的模样我没有忘”。两首歌词中甚至出现
了“天堂”“荒凉”这样的词汇，但这并没有
影响评委们的推选，更应该说的是并没有
影响歌词的艺术美。

无真心不创作，无真情不歌唱。时代
在不断前进，人们对主旋律歌曲所承载的
历史性、人民性、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等内
涵都在发生变化，主旋律歌曲创作如何更
接地气，如何真正走进广大人民的心里，
是我们音乐工作者在动手创作之前，必须
扪心自问的。

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文化
散文经典系列”中的《半元社稷半明臣》，
是詹谷丰的历史文化散文新作集，内容包
括《藏尽四库谁续书》《安南的禁果》《哑
琴》等七篇，时间跨度大，上溯元季，下至
清末民国，所写的七位都是东莞历史名
人，具有极高的地域辨识度。可贵的是，
他并非简单地复述人物故事，而是从人物
命运的角度切入，通过细节塑造人物形
象，进而折射当时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
等各方面的状况，以点带面，使这些乡贤
穿越时光隧道，向当下散发出智慧的幽光
和人格魅力。

用文化散文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
物，必须处理好两个维度的关系，即历史
性和文学性。关于历史性，写真实的历史
人物，必须严守历史真实，不允许戏说和
虚构。而且还要克服人物事迹材料残缺
等诸多难题，尤其是为当年偏居南粤一隅
东莞的这些并非全国妇孺皆知的乡贤作
传，需要作者做大量的搜集整理、爬梳剔
抉和重构的工作。以历史人物为核心的
历史文化散文，本质上是文学，文学就要
具备文学性，即丰满的形象，丰富的情感，
就要描绘细节，描写心理，刻画人物性格,
因此作者必须兼具作家与历史学者的艺
术修养和学术视野。詹谷丰正是这样一
位兼具历史学者和作家身份的散文革新
者，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在历史真实与
文学虚构之间从容切换而游刃有余。正
如谢有顺所说“历史的力量，对于散文作
者来说，恰恰是以非历史的方式达到的；
它不是为了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为了接
通历史中秘密的心灵通道。”詹谷丰在尊
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文学重
构与言说，钩沉了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
独特段落和瞬间，并为这些段落和瞬间找
到合适的心灵形式。这些重构的故事场
景和生活细节，不但让人切实体验到一种
历史真实，而且获得一种“精神发现”，这
种“精神发现”又往往是非历史的，是在野
的、异质的、民间的，只有它能有效地联结
历史和作家之间的精神通道，抵达历史的
人性深处。

詹谷丰的散文里有很多细节描写，比
如在《藏尽四库谁续书》中，他写道：“伦明
的一生中，曾经有过用生命保护藏书的举
动。辛亥革命那一年，是清朝皇帝被推翻
的封建终结，也是书籍贬值的乱世。伦明
向一个名叫叶灿薇的东莞人借了一笔钱，
抢购了一批在乱世中流浪的古籍，装满了
四大竹箱。由于局势混乱，伦明同同居京
城的堂弟伦鉴和胞弟伦叙、伦绰决定离京

逃往天津暂避，但是车站却人流如蚁，道
路堵塞，书籍行李已无通道。伦明在车站
数日，无功而返。已经到达天津的伦鉴伦
叙来信催促，让伦明在危急之时弃书逃
难。伦明坚拒好意，称誓与书籍共进退存
亡。”书籍不是富商大贾们的财富，却是一
个读书人的性命。这段与书籍存亡的非
常经历，并非随意捏造，主要根据伦明的
自述《续书楼藏书记》，进行了想象和重
构。

詹谷丰的散文，语言凝练又充满诗意
和张力，譬如在《远去的房客》中，他写道：

“当陈伯陶将自己手书的‘东莞新馆’木制
牌匾挂在大门门楣上方时，他就看见了许
多陌生的东莞面孔和广东面孔，络绎不绝
地走进了这所大院。后人在会馆近六亩
的占地上，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伦明、
张其淦、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张荫麟、陈
垣、单士元、邓之诚、朱自清、启功、叶恭绰
等人的脚印，他们在一片小天地中的奋
斗，让一个名叫‘东莞’的遥远而陌生的名
字插上了翅膀。”这种诗性的叙述在书中
比比皆是，他将诗歌、戏剧等文体表现手
法糅合于一体，化用在他的散文书写中，
使作品承载了更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
质，也激活了散文创作的活力，使之呈现
出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

更值得一提的是，詹谷丰笔下情节跌
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这种可读
性得益于他早期小说创作的历练和精巧
的构思。正如他自己坦言，他曾一度“崇
拜小说，痴迷虚构，视小说为文学的正
宗。”“幸好我每年都去义宁的桃里竹塅，
陈寅恪先生用他衰败的故居，将我从虚构
的盲目中棒喝出来，指引我看到了非虚构
的烂漫，看到了纪实写作的魅力。”他成功
地将小说的元素融汇于散文当中，与其诗
意的笔调等，共同表现出新散文的跨文体
特征。

羊城携手鹏城，花地绽放新花。
由羊城晚报社与深圳福田区

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花地
文学榜”拉开帷幕，包括年度长篇
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学
评论、新锐文学的六个文学榜单，
将于 11月 8日见报。该榜单由
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担纲评委
会主席，60余位作家、学者组成评
委会联合推出。深圳市委宣传
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为此次活
动指导单位。

今年，适逢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 40周年，也是深圳福田建区
30周年。近年来，福田区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
历史机遇，高度重视文学，为打造
文学高地，做了诸多工作：举办社
区文学大赛，开展福田丛书出版
计划，大力发展深圳校园文学，开
展《村城记》创作计划，做好文学
期刊，成立莲花山文学院，等等。
此次羊城晚报携手深圳福田联
合主办“花地文学榜”，文学在
场，双城呼应，唱响湾区，将为
特区文化建设与文学繁荣注入
新的活力。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
“花地文学榜”，既对上一年度中
国当代文坛创作梳理和总结，同
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最具含

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经过数年
深耕，走过广州、东莞、深圳，如
今，“花地文学榜”已经成为岭南
文化的一张新的闪亮的名片。

花地文学榜单包括长篇小
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
论、新锐文学六大类，基于 60余
位作家、学者组成的庞大豪华评
审团，经由提名、初评、复评、网络
投票、终评等环节，最终产生每个
门类一位年度作家（作品）。

“花地文学榜”自创办以来，
以为读者淘选优秀文学作品，为
社会提炼文化深度、提升精神高
度为宗旨，七年耕作，催生文学硕
果。包括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冯骥才、毕飞宇、李敬泽、金宇澄、
格非、陈晓明、韩少功、苏童、徐则
臣、王跃文、艾伟、多多、筱敏、笛
安、柏桦等数十位文学名家，先后
获得年度作家（作品）荣誉，与刘
心武、蒋子龙、梁晓声、谢冕、许子
东、舒婷、陈晓明、陈思和等终评
委和嘉宾一起，来到岭南，走进校
园、图书馆、美术馆，走进书店、社
区，让经典阅读和文化融入岭南，
滋养寻常百姓的心灵。

据悉，2020花地文学榜除推
选六个门类文学榜单外，还加入
了网络文学元素和网络文学打榜
项目。榜单将于 11月 8日起陆
续推出。

赏析

羊城携手鹏城，花地绽放新花。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担任评委会主席，
60余位作家、学者组成评委会

2020花地文学榜单下周揭晓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广东文联有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的好传统，这就是由文联文艺研究所
牵头，调集各协会有专长的专家学
者，撰写广东文艺发展年度报告。每
年一册，从不缺席。从前叫“年度文
艺观察”，现在改称“年度报告”。它
其实就是全省在过去一年文艺战线
成绩的总结和盘点，当然还有指出存
在问题。现代社会，条分缕析，分工
越来越细。每人各专一门，就像文学
艺术现在也分化出十几个行当：文
学、美术、摄影、影视、书法、曲艺、杂
技、民俗等等，不一而足。每个行当
各占一隅，虽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可平日毕竟术有专攻，隔行如隔山。
于是，即使在文学艺术这个大战线工
作的人，也都不大知晓其他行当发展
变化的状况。分工的细化带来了眼
光视野的受限。如何克服？这就要

既专又博。我的建议是不妨读一读
即将出版的《2018-2019广东文艺
发展报告》，这不失为有效的捷径，它
是一条进入面上观察各个文艺行当
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存在问题的可靠
路径。

文坛像时序有春秋变换一样，
它的热点、趣味和趋势不会永远不
变，因为文学艺术是时代和社会组
成部分。时代社会热点和趋势的变
化会影响文艺的变化，文艺趋势的
变化投射着时代社会的内容。我在
唐诗人撰写的《2019年广东文学发
展年度报告》中读到他写的一段话：

“文学作品表现出的生活回归，这是
一种精神趋势，指向的是今天我们
关于人与人之间内在关系该如何修
复。这种文学观念，在逐渐打破现
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惯性，即不再一

心想着写就一些绝对独立的个体人
物，而是有心去改变此前盛行了很
久的个体要从他人、从家庭、从更多
的共同体中割裂出来的思想认知，
转而写出现代人要回到家庭、回到
社会、回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生活
中来。这是一种大的精神转变，是
最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
学的一种情感走向。这种精神认
知，目前而言几乎成了广东中青年
作家的基本共识。”唐诗人的观察很
敏锐，我也相信这种文坛趋势的变
化不仅仅是去年的现象，早几年甚
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
变化逐渐积累为创作界的“共识”。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
再次的“西学东渐”潮流，突破他人、突
破家庭、突破性别乃至突破生活共同
体的价值而追求表现个性和个人理念

的写作成了文艺创作的主潮。想一想
多年以前冠以各种名目的“??写
作”，就可知道那时写作的越界、个性
的至上确实是一时风气，也是文坛的
时髦。可是之后随着国家的强盛和文
化自信心的恢复，想象世界的钟摆又
摆回来了。那些传统的价值，逐渐又
唤起了作家们的垂顾，“主旋律”在创
作的各个领域都成为有高度接受性的
词汇。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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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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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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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歌曲评价更趋艺术性回归传统、主流化、融合、本土化……

一册“年度报告”透视广东文艺发展百态

这几年，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
战略推进得轰轰烈烈，文艺如何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这
一国家战略，高唱这个主旋律固
然是其中之一义，但也存在文艺
如何与地方文化相结合，探索为
大 众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新 途 径 的 问
题。因为文艺助力大湾区、服务
大湾区首先遇到的是湾区这一人
文地理的地方元素。如何提炼、
融会这些特殊的地方语言、文化
元素，是文艺工作者具体创作中
都会遇到的问题。

电影协会的年度报告认为，
“2019年广东主旋律电影的数量和

品质都有所提升”，电视比之电影，
观众更有本地化的色彩，因此电视
剧的题材选择与语言更富有湾区
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数十年长盛
不衰的粤语电视剧短片《外来媳妇
本地郎》还是获得“2019年广东观
众最喜欢的粤语短剧”的佳称。因
为“粤港澳大湾区‘粤派’系列短
剧，可以说是岭南市井生活的人生
百态图。都有着一个共同鲜明的
艺术特点：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反
映民生话题和注入了深刻鲜活的
人物命运。”

曲艺应该是诸艺术形式中最具
地域文化特征的形式，而广州十一

区中广府味最浓的首推荔湾。2019
年度荔湾通过“粤曲新作征集、粤曲
《祖国赞歌》快闪 MV拍摄、粤曲唱
作竞演”三项活动，落实“创新岭南
文化，凝聚粤港澳新合力”的号召。
其他如美术、书法、杂技魔术等协
会，也都通过巡展、巡演、培训等形
式，将大湾区建设的主题传递到千
家万户。

总而言之，2019年广东文艺工
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交出的成绩单
令人惊喜，而《2018-2019广东文艺
发展报告》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让读
者透过这扇窗口，能够珠玉在怀，印
象深刻。

从网络文学观察文坛趋势和趣
味的变化有独到的可靠性。因为严
肃文学或主旋律写作相对容易获得
行政资源的扶持，就算自身有不足，
也容易茁壮成长。于是，它们的趣

味更多的是反映主旋律趣味。网络
文学与此不同，它几乎完全靠阅读
点击量而生存。虽说有行销、造势
等商业手段的助力，但说到底它们
的根基毕竟还是在阅读的点击量。
没有一定点击量这一“真材实料”，
要在网络世界存活下来是不可能
的。网络作品的存活力来自四面八
方的读者自发自愿的点击输送，这
或许更能反映社会基本面趣味的趋
势和变化。在郑焕钊、龙杨志撰写
的《2019年广东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里，他们也指出了网络创作的“主流
化”趋势，这与唐诗人说的创作“回
归”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严肃文
学的“回归”当然是重新回到主流价
值，而网络写作的“主流化”则是他

们的写作向社会的主流价值靠拢。
年度报告还提到军事题材的网

络创作《超级雇佣兵》，这显然是海
外版的《亮剑》。网络文学广东是大
省，而网络创作又是当代通俗文类
里的最大宗。现在，在最大的网络
文学的主场阵营里出现了主题与严
肃类作品不相上下的创作，不得不
令人另眼相看。

中国的通俗文类向来鱼龙混
杂。藏污纳垢、不堪入目或者粗俗
不堪的作品藏身于通俗文类之中；
而脍炙人口、广泛流传而为人津津
乐道的作品也多属于通俗文类。古
代的明清章回小说中“四大奇书”，
现代武侠中的金庸、梁羽生都是其
好的一面的例子。通俗文类中的优

秀者承担了传递传统价值观的功
能，其社会作用是“高头讲章”所无
法取代的。

当代社会变迁加速，传统的通
俗文类正在衰落，例如近现代流行
一时的武侠、公案文类，如今还有写
家乐此不疲，但显然声威不如往昔
了。但是另一些适应当代读者阅读
趣味的新通俗文类正在生成，例如
科幻文类，近些年则大兴。网络文
类亦与此差不多，虽然历史尚浅，但
因为寄身于新技术，写家蜂起，逐渐
蔚为大观。然而在网络文学发展的
初始阶段，似乎粗俗不入流的东西
多了一些，而如今走向主流价值，说
明通俗文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
题，并逐渐走向成熟。

回到家庭、回到社会、回到现实生活

提炼、融会特殊的地方语言、文化元素

多领域表现出融合式发展的特点

适应当代读者的新通俗文类正在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