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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人们都在准备迎
接10月6日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新
科得主，但是传出消息，今年诺贝尔
文学奖延期揭晓了。要推迟到10月
13日公布。

诺贝尔文学奖向来是在每年10
月第一周的周四揭晓。按这个算法今
年应该是在10月6日揭晓，但是直至
北京时间10月6日傍晚，青年报记者

看到诺贝尔奖官网上有关诺贝尔文学
奖公布的时间依然是“The date will
be set later”（时间将稍后公布）。瑞
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特伯格透露，诺
贝尔文学奖将在10月13日公布。

这引发了很多猜测，是今年诺贝
尔文学奖入围作家太势均力敌，评委
们争执太大，难以抉择了？毕竟这种
情况是罕见的。一般是遇到争议性
比较大的作家，需要反复投票才会产
生的。但是威斯特柏格告诉记者，改

期和“算法”及月历有关。
按照流程，每年2月至5月，瑞典

学院18名院士中的5名评委先从全球
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二十来人，把
名单交给18名院士，“提名”由前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各国文学评论家等
提供名单；5月底，这5名院士再遴选出
5个决选名额；6月，18名院士阅读这5
位决选作家的作品；9月，院士们回到
斯德哥尔摩用数周时间开会讨论，最
后全体投票决出最终获胜者。

莫言：
香港畅谈文学与乡土

5日下午，香港浸会大学曾陈式
如会堂，可容纳400人的礼堂座无虚
席；而门外还有上百位进不了场的学
生正排成一字长龙等待进入另一个
直播间——适逢香港浸会大学60周
年校庆，校方邀请作家莫言来校进行
主题为“文学与乡土”的讲座，于是，
出现了如此盛况场面。

会堂里，主讲台的背景是一幅云
雾中的乡村画面，上书：“文学与乡
土”，这正是莫言本次演讲的主题。

“《生死疲劳》
应该算是我遗憾最少的作品”

莫言首先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
作历程，并谈及作品《生死疲劳》的创
作风格。正是这部作品，在2008年
摘得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办的
第二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
说奖”的桂冠。

“如果让我选一部最好的作品，
我可能选不出来，但是让我选一部遗
憾最少的作品，我要选《生死疲劳》。”
莫言表示，这部作品叙述了从1950
年到2000年这 50 年间中国农村的
历史发展过程，书中围绕土地这一
沉重话题，采用动物的独特视角，借
助佛家的六道轮回，阐释了农民与
土地的种种关系，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也反映出
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顽强、乐
观、坚韧的精神。

80年代突然接触到
门外的风景“脑洞大开”

在谈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
表人物马尔克斯时，莫言谈到，上世
纪80年代很多中国作家都受到过来
自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那时候，我
们从刚被解放的状态下突然接触到
了门外的风景，由习以为常地阅读现
实主义，突然跳到西方现代派的魔幻
作品，这些作品激活了我所有的记
忆，让我‘脑洞大开’，原来小说还可
以这样写！”

他指出，一个作家会受到另一个
作家的影响，一个民族的作家又受到
另外一个民族作家的影响。通过阅
读不同作家的作品，会激活创作灵
感，唤起情感的强烈共鸣。

向鲁迅的
“乡土文学”致敬

2003年11月，中国电影《暖》荣
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
大奖，而这部电影正是由莫言创作的
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小说
以倒叙手法， 描写了一个离乡十年
的读书人井河回乡与昔日恋人暖重
逢的故事，刻画了主人公井河对暖的
矛盾复杂心理。

莫言谈到，现如今农村的物质生
活大大改善，但是人们所恪守的道德
和观念依然是鲁迅那个时代所具有
的。《白狗秋千架》正是向鲁迅那个年
代的“乡土文学”致敬，尽管两代人的
经历大不相同，但是遇到的矛盾却是
类似的。他说，人生都会面临多种多
样的问题，会面临两难甚至多难的选
择，而这正是生活的意义。他强调，
鲁迅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是非常
深刻的，“鲁迅作为一个话题，是永远
绕不过去的。”

据新华社电

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13日揭晓

□郦亮
最近有三本书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一本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

一本是张爱玲的《爱憎表》，一本是

胡兰成的《易经与老子》。这三本书

之所以被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所谓“发掘

名人”文化遗产的“最新成果”。但是

如此轻率发表成果，是否靠谱呢？是

否应该更加严肃呢？这都引起了人

们的思考。

“发掘名人”很盛行
发掘名人，顾名思义就是找到名

人不为人所了解、被历史湮没的所谓

文化遗产。国学大师钱穆的这部《中

国文学史》不是钱穆写的成书，而是

钱穆 1950 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

“中国文学史”课时的内容。由他的

弟子记录，很多年之后又进行誊写、

校订、整理而成。所以，可以说是一

部讲义。今年 6 月由出版社首次推

出。很多人都争相赞美，称之为“一

部贵族的文学史”。

张爱玲的《爱憎表》发表是几天

前的事。《爱憎表》是张爱玲回忆少时

的长篇散文，《爱憎表》写于1990年，

全文两万三千余字，但最终并未完

成。据称 2015 年夏天，张爱玲的文

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交给研究张爱

玲小说的香港学者冯睎乾这叠“以往

事为主，零碎、潦草 、次序未明，也不

知道页数”的手稿，冯“从中区分出二

十六页纸，再排列次序，重构出部分

的《爱憎表》”。

巧的是，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也

在差不多时间被“发掘”了。几天前

传来消息，胡兰成晚年讲述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著作”《易经与老子》经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

是胡兰成的一部讲义。是他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所讲的《易经》和

《老子》。“胡兰成举史上的天意人事，

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结合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美苏中日国际形势等现实事

件来谈论，颇多独到观点。”

这些本来已经被历史湮没的所

谓文化遗产，经过今人的发掘，再加

以包装，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胡

兰成的听众里包括很多日本名流，其

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日本首相等），突

然之间变得非常之震撼，让人感觉真

的是金子重现人间，而之前多年隐没

于世是多么的令人遗憾。不读这些发

掘出来的最新成果，是称不上一个文

化人的。

推举只是为了销量？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钱穆的

《中国文学史》出来后已经有学者进

行了反思。其中有人尖锐地指出《中

国文学史》是钱穆“大师的新装”。他

们认为《中国文学史》存在“细节考证

不深入，人云亦云”、“美学观念陈旧、

迂腐，不具备写文学史的能力”、“对

西方文学缺乏基础的了解，却好妄

言”、“自造规律，主动入魅”等问题。

就连给予赞誉的专家也认为，《中国

文学史》并非专业的文学史著作，是

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是课堂实录。

《爱憎表》当然争议更大了。张

爱玲根本都写不下去了，丢在纸堆

里，直到去世都没有管它。后人从

“零碎、潦草、次序未明，也不知道页

数”的手稿里重构出来的《爱憎表》，

其可读性自然可想而知了。近几年，

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和

一些出版商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将张

爱玲觉得无法拿出来见人，嘱意要销

毁的手稿，整理出来，出成书进行销

售。张爱玲一贯对自己的文字十分

爱惜，写文章也十分讲究的，现在如

此被人拿出来“献丑”，不知道张爱玲

天上有知会怎么想。

胡兰成《易经与老子》因为刚刚

出版，业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严肃的

评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

胡兰成讲古代经典的最好的作品。

他认为最好的东西，早在生前都已经

出版了。

在这场“发掘名人”的风潮之中，

确实有很多可疑之处。既然这些作

品都被说成是扛鼎之作，是“遗珠之

憾”，那为什么在过去那么多年，这

些明珠都没有被发现，都没有出

版？历史从来都是不讲究情面的，

好的就是好的，次等的就会在大浪

淘沙之中被渐渐淘汰。对于这一

点，读者完全可以信任，不用担心。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作

品会被捧上了天呢？

发掘名人佚作，本无可厚非，这

有利于丰富研究名人的材料。但是

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批人，明明知

道这些佚作没什么大不了，也根本不

具备代表性，却非要把次等作品说成

是被遗忘的明珠，是了不起的作品。

说到底就是为了多卖几本书，就是想

从名人的名誉中榨取为数不多的最

后的利益。这对名人是不敬的，对历

史也是不严肃的，对读者也是不负责

任的，是应该被否定的。

所以，一谈“发掘名人”就应该谨

而慎行。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

小利，毁了传统，毁了前人积累沉淀

下来的文化。

“发掘名人”请谨而慎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由北京电影学院、潇湘
电影集团、上海新美术馆联合主办
的“不期而遇——中国意象油画五
人展”日前在上海新美术馆揭幕。
本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
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担任策展
人，展出了尚扬、马路、苏新平、冯

放、张方白五位著名油画家的大型
油画作品。

意象油画在最近这些年成为了
中国油画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现象，
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大约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中国油画家就一直没有停止
过油画民族化的努力，意象作为油
画民族化的重要创作方法，汲取了

中国传统艺术的养料，把主观的挥
洒、自由的表达和油画造型与色彩
的语言逻辑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意象油画；二是自上个
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艺术
风格逐步进入到了中国油画家们的
视野，其中把中国的意象方式，用于
油画创作当中，成为中国当代油画
的一种重要探索。

中国意象油画展在沪举行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引发很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