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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陈希：

被低估的李金发，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先河
讲座

中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先
驱李金发在异质文化语境中
的汉语诗歌写作，引发了中
国诗歌的诗学观念、审美方
式和表现题材方面的变革。
作为现代广东本土最重要的
诗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
一人，李金发的诗歌史地位
与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
其人更不为人所知。

6月11日下午，评论家、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希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行
《岭东山区走出的中国象征
主义先驱李金发》讲座，带领
读者们赏析“审丑”“晦涩”
“颓废”背后的诗学与美学：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图/南汉二陵博物馆

如何让古老的文
物“活起来”、与当代
观众更贴近？这是近
几年来各大文博单位
思考的重要命题。

羊城晚报记者通
过走访城中博物馆近
日开幕的几个大型展
览，发现一些新气象
——形式多样的“馆
校”合作、“馆馆”合
作逐步展开：博物馆
为合作的学校等单位
提供文物文化素材和
展示空间，合作单位
则围绕文物组织二次
创作和展现，一起将
古老的文化内涵转化
为精彩的表演、精美
的文创产品或有感而
发的作品……

这个过程吸引着
青少年更主动地参
与，而创造出的丰富
新品，也让文物、让展
览进一步“活”了起
来。

世界瑰宝：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双遗
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今年6月11日是我国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据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介绍，截至目前，我国世界自然
遗产数量达到14项，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总体保护状况良好。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3类。我国已有世界遗产56项，其
中世界自然遗产、双遗产共18项，
总面积达7.06万平方公里。

三星堆上新：
再度发现造型独特的珍贵
文物

6 月 13 日新闻通气会透露，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
考古发掘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6 座 坑 共 计 出 土 编 号 文 物 近
13000 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
3155件。

除 5号坑和 6号坑年代稍晚
之外，3 号、4 号、7 号、8 号祭祀
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
期。迄今为止，3、4 号祭祀坑已
结束发掘，5、6 号祭祀坑整体切
割搬迁到文保中心进行实验室
考古，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 7、8
号坑则再度发现大量造型独特
的珍贵文物。

动漫出海：
“冰墩墩”们走进澳门

6月10日-17日，“2022濠江
之春——中国当代经典动漫作品
展”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展出。
共有80部动漫佳作参展，参展作
品范围涵盖中国内地及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类别包括系列动
画、动画短片以及漫画、连环画、
绘本、插画等。

本次大展以多部广东动漫佳
作为窗口，以《雄狮少年》《狐妖小
红娘》、“冰墩墩”为代表的一众优
秀广东本土动漫作品，在展览现
场受到澳门民众的热烈欢迎。

粤戏越精彩：
名家新秀演绎粤剧经典作品

6 月 10 日晚，“粤戏越精彩
——粤剧经典折子戏赏鉴”在广
东艺术剧院上演。蒋文端、文汝
清、林家宝、李虹陶等粤剧名家新
秀，联手呈现了红线女、新马师
曾、文觉非、罗家宝、潘楚华等著
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
及经典舞台艺术形象，包括《昭君
出塞》《柳毅传书·花好月圆》等。

近年来，“粤戏越精彩”已成
为广东独特的文化品牌，带动着
本地剧种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发
展，也在国内戏曲界产生了较大
影响。

国剧吃香：
国产剧备受海外市场关注

从年初到现在，国产现实题
材电视剧以多元的类型、高品质
的制作和贴合时代精神的表达日
益受到海外市场的关注，呈现出
海外传播的新趋势。

2022 年伊始，改编自梁晓声
同名小说电视剧《人世间》，被美
国华特迪士尼公司预购了海外独
家发行版权。

同时，讲述中国军人成长故
事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王牌部
队》宣布于 6月 29日在日本电视
台播出。4 月 1 日，国产悬疑剧
《开端》在网飞（Netflix）上线，上
线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越南、
马来西亚、文莱和中国台湾等。
另外，韩国娱乐视频平台也购入
了展现中国特警和医生职业精
神的偶像剧《你是我的城池营
垒》的播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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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祖籍广东梅县
的李金发留学法国，留学期
间接触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
并为之倾倒，开始了自己的
诗歌创作。因深受法国象征
主义影响，李金发写的诗多
数都是面向生活中的丑恶
面，大量营造死尸、枯骨、血
污、寒夜、泥泞、荒漠、死叶等
意象，带有明显的“以丑为
美”“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
倾向。

回国后初入诗坛的李金
发，诗风多被人评价为“怪”

“晦涩”“颓废”等，相对于中
国古代“温柔敦厚”的传统诗
教和“五四”时期写实派、浪
漫派的诗歌风格来说，完全
是一种陌生古怪的东西。

1925 年，李金发从法国
寄了一本诗集给周作人，周
作人的评价是“国内所无，别
开生面”，并将诗集推荐编入
新潮社丛书，由北新书局出
版。这就是李金发和他的第
一本诗集《微雨》。出版后引

起了很大争议，胡适、梁实秋
等人持批评态度，认为李金
发的诗怪异难懂。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
大系》的《诗集》部分时，则特
意选了5首李金发的诗歌；他
把第一个10年的中国新诗也
就是1920年代的中国新诗分
为自由派、格律派和以李金
发为代表的象征派。

随后几年，李金发又接
连出版了诗集《食客与凶年》
《为幸福而歌》，和《微雨》一
起奠定了李金发的诗歌史地
位。但上世纪 50年代以后，
李金发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
艺术流派受到遮蔽、否定，一
直到 80年代，他在文学史上
才重新被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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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发起了“五四”新诗
革命，用白话来写自由体诗，
意义非常重大。我认为胡适
揭橥的第一次新诗革命，是
语言和诗体的革新；而李金
发引发的新诗第二次革命，

是审美方式和诗学观念的革
新。百年后再看，后一种变
革可能更深刻、更艰难。第
一次新诗革命，不论写实派
还是浪漫派，都属于传统审
美方式，只有到了李金发这
里才有质的变化，开始构建
新诗的现代审美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创作开辟
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先河，
但其文学史价值和诗歌史地
位被严重低估，对其人其诗
的研究还有太多内容尚待深
入。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金发接受法国
象征主义影响后，是如何创
造性转化、变异的？也就是
象征主义的中国化问题；第
二，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李金
发的诟病就是“审丑”“晦涩
难懂”，但是“审丑”有没有美
学意义？“晦涩难懂”是不是
因为我们对他的诗歌解读还
远远不够？布鲁姆在《影响
的焦虑》中提出“误读”概念，
英美新批评有一个“细读”理
论，象征主义有两个关键词

“通感”与“契合”，把握这几

个概念和理论，对理解李金
发诗歌有很大帮助；第三，李
金发的诗歌类型不只是象征
主义，但没人关注；第四，李
金发是客家人，他的文学创
作中有客家因子、本土的东
西，如何借鉴传统做现代性
转化，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研究方向；第五，研究李金发
诗歌的较多，但是对他的雕
塑、散文关注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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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歌创作以外，李
金发也从事雕塑艺术，他与
林风眠一起留学法国，学的
专业就是雕塑。黄花岗烈士
公园的邓仲元雕像、中山纪
念堂门前的孙中山雕像、民
国的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
雕像都出自李金发之手；中
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刘海粟
创立的杭州艺专）的第一任
雕塑系主任也是李金发；他
还参与过中山陵的设计。因
此，李金发在中国美术史上
也有重要地位。

广 州 美 术 学广 州 美 术 学
院的学生为展览院的学生为展览
设计的设计的海报海报

南汉二陵博物馆让新展览“活”起来

当博物馆与大学互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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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夏季，在位于广州
小谷围岛的南汉二陵博物
馆里，蝉鸣声不绝于耳。“洛
京风华——洛阳出土汉魏
文物展”正在这里展出，从
千里之外的洛阳南下至广
州的精美文物让观众们惊
叹。而在展厅中央，一批来
自高校、中小学校的二次创
作作品也同样吸引不少游
客驻足。

仔细观看，会发现这
些二次创作作品均以此次
展出的洛阳文物为原型，
有书法作品、美术作品、剪
纸作品，还有给文物设计
的“IP”形象等。它们与四
周陈列的古老文物之间仿
佛正在展开一场古今的对
话。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南汉二陵博物馆馆
长易西兵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此次展出的二次创作作
品均来自南汉二陵博物馆
的 4家合作共建单位，包括
荔湾区东沙小学、广东实验
中学、星海音乐学院以及广
州美术学院。

易西兵介绍，这里展出
的以本次展览为主题的教

育活动成果，共有各类作品
70 余件。虽然有些作品还
略显稚嫩，但不论创作水平
高低，都体现青少年学生对
文物的理解，值得珍视。

除了二次创作，合作共
建单位还为策展工作出谋划
策，比如广州美术学院完成
的一组彩绘陶俑头的展示方
案就被此次展览所采用，同
时，展览的预热海报均由该
学院的学生设计制作。

记者留意到，在几天前
举办的“羊城文化遗产之夜
暨‘洛京风华——洛阳出土
汉魏文物展’开幕式”上，4
家合作共建单位就带来了
精彩的展演节目。比如由
萌童诵读的《急就篇》、舞台
剧《洛京遗梦》、以伎乐俑为
原型的原创舞蹈《皓月》、汉
乐府吟诵等。这些节目，有
的是依托出土文物进行活
化展示，有的则是对经典文
化的现代演绎，它们均是博
物馆开展合作共建的成果。

活动当天，该馆还与星
海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正
式 签 订 了 合 作 共 建 的 协
议。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合
作共建“朋友圈”又扩大了。

青少年用创作与文物对话

那支令人惊艳的原创舞蹈
《皓月》，由星海音乐学院学生
表演。记者观察到，《皓月》与
前段时间火爆出圈的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者以汉代陶伎乐俑为创作参
考，后者则以宋代名画《千里江
山图》为创作背景，都是从传统
文化中深深汲取灵感。

今年 3 月开始，南汉二陵
博物馆就联手星海音乐学院
的音乐博物馆和该校舞蹈学
院，以洛阳出土汉魏文物展中
的一组陶伎乐俑为原型，开展
文物活化利用项目，最终呈现
的就是舞蹈《皓月》。

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教
师赵文婷、贾东霖是《皓月》的编
导。没有影像资料记录，仅凭借

一组动作固定的伎乐俑，如何去
“复现”汉代的舞蹈呢？赵文婷
对汉唐舞的舞姿和动态有着自
己独特的理解。

她在创作感言中写道：“复活
是我们当代人对文物的美好理
想，而我所向往的是从肢体动态
的层面去捕捉那个遥远时代的深
厚气息，并与史料相结合印证，以
舞蹈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走进
博物馆这样一个肃穆的空间，面
对这批生动的文物，让我在‘复
现’和‘创作’之间考虑取舍。因
为在当代确实很难做到真正学术
意义上的‘复现’，但是我们可以
做尊重历史意义上的再‘创作’，
这也是历史遗存为艺术创作者带
来的不竭财富。”

贾东霖对舞蹈结构和调度

方面造诣颇深。他说，对这次古
文化的活化创编，遵循了以下三
个原则：第一，造型上尽量还
原。第二，历史文化方面尽量贴
近。第三，作品意象上尽量营造
一种刚健雄浑、气势昂扬、悠远
深邃的意象。

“如果说与其他舞蹈创编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最主要就
是要尊重它的‘历史性’、符合
它的‘文化气息’。我们是以一
种‘复现’的态度去面对它，但
也在创编过程中考虑当代审
美，会灵活运用一些现代的编
创手法。”贾东霖补充道。

在那次“羊城文化遗产之
夜”活动上，《皓月》获得了现
场观众接连不断的掌声，热烈
印证了它的成功。

依汉俑而起舞，有多美就有多难

这不是南汉二陵博物馆第
一次尝试此类合作。在《洛京
风华——洛阳出土汉魏文物
展》展厅对面，另一重磅展览
《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
珠饰展》也正在展出。

为了配合此次珠饰展，在5
月26日的开幕式演出中，来自
该馆的合作共建单位华南师范
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们，佩戴
以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为原型的
复刻品，编排了“只此绚丽”珠饰
走秀与《相和歌》盘鼓舞，为观众
呈现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
历史场景因此变得鲜活而生动。

现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
教育学院老师还演示了广州汉
代蜻蜓眼玻璃珠的烧制技艺
（如右图），通过还原汉代蜻蜓

眼玻璃珠的制作过程，让这些
瑰宝更加可知可感。

易西兵告诉记者，南汉二
陵博物馆开馆三年以来，一直
着手推进“馆校”“馆馆”共建
工作，地处大学城为合作共建
带来了丰富的高校资源。目前
他们挂的合作共建牌有22块，
合作单位达21家。

他表示，21家合作共建单
位并不局限在广州市内，也包
括广州市外和广东省外的院
校，比如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馆
校合作共建的潜力是无限的，
只要双方有合作空间，距离的
远近就不会成为限制。”

2019 年 5 月，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加挂了“南汉二陵
博物馆”的名牌，其角色和使

命因而更加丰富。“以往作为
文物考古研究院，我们专注于
文物的抢救保护与整理研究；而
作为一家博物馆，势必还要积极
传播考古成果。在广州文化遗
产的抢救者、保护者、研究者的
基础上，我们要增加传播者和传
承者的角色。”易西兵坦言，考古
院同事们都在努力适应这一角
色转变，“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
空间，开展合作共建应持续下
去，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

“传播者”联盟，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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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村碉楼群

8 号祭祀坑发掘场景（中新网）

星海音乐学
院 原 创 舞 蹈《皓
月》表演团队

南汉二陵博物馆

一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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