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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途径
新主流电影的崛起与建构

■文艺作品是文艺工

作者对生活深切感知

基础上的情感抒发，

创作者对生活的体验

越 是 具 体 、深 刻 、细

致、丰富，其艺术构思

和 想 象 力 就 越 是 自

由，创造的艺术形象

也就越能体现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人性的

深度与广度。生活美

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

艺术美。文艺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必先走进

生活，再进入创作。

□田 园

格非新作《月落荒寺》（人民文
学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被称作
是他中篇小说《隐身衣》的姊妹篇，
更确切地说，《月落荒寺》填补了

《隐身衣》中的叙述空白。在《隐身
衣》中，人生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
奇妙结合，依托于繁复的叙述而体
现出来。《月落荒寺》沿着《隐身衣》
的叙述脉络，继续探讨何为真正人
生的小说主题。

《月落荒寺》的框架是格非在
三年前参加朋友组织的中秋音乐
会时确定的。在长达八小时的音乐
会上，伴随着德彪西、李斯特、柯达

伊等西方古典音乐，以及各种各样
的戏曲、古琴、古筝，小说的脉络在
格非脑海中逐渐成形。小说的主线
围绕哲学教授林宜生与英语教师
楚云展开。林宜生与出轨的妻子离
婚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楚云，随
后楚云轻松融入林宜生的朋友圈，
帮助林宜生拉近了他与儿子伯远
之间的距离。一方面，生活向着美
好的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楚云
身上的神秘性也随之增加。就在两
人计划结婚时，楚云突然失踪，她
的身世之谜就此揭晓。惨遭毁容的
楚云与林宜生分手，多年之后再次
相遇，两人都已组成新的家庭。

书名《月落荒寺》来自法国作

曲家德彪西《意象集 2》中表现月
光的曲子，中文翻译的曲名为《月
落荒寺》，意为突出朦胧虚妄的人
生。小说中，算命先生说了一句深
奥的判词：“楚云易散，覆水难收。”
如同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楚云的命
运注定坎坷、破碎。另外，这句判词
还象征着人生的离散。“惨烈的车
祸、赵蓉蓉的爽约、‘曼珠沙华’生
死永隔的花语、扇面上的诗句，以
及那棵奄奄待死的百年垂柳，均有
浮荡空寂之意，让他不免悲从中
来，在浓浓春日的百无聊赖中，隐
隐有了一种曲终人散之意。”聚散
离合终有时，历来烟雨不由人。

“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

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伤感，所以
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
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
倒是不开的好。”林黛玉喜散不喜
聚，恰恰是因为她参透了人生终
究会曲终人散。

然而，人生不仅有必然性，还
充满了巨大的可能性。《月落荒寺》
中出现多处神秘线索，比如“曼珠
沙华”茶社、楚云的身世、楚云养父
的真正死因、辉哥的假死及再现、
三次被提及的车祸、百年垂柳等，
无不透露出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
与偶然性。《月落荒寺》将人生的偶
然性寄于聚散皆有时的必然性中，
使人读之既感伤又隐隐怀有希望。

歌德曾言，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
怕只是短短的一瞬。从这一意义而
言，格非的新作《月落荒寺》透析了
人生的必然与可能，于绝望中迸发
出新的希望，引领我们的灵魂在文
字中栖息。

□宋子烨

近年来，国产电影
创作者从未停止过对主
旋律电影创新叙事、商
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
达上的探索，正是这些
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
合社会、时代和观众需
求的“新主流电影”的
出现。导演吴贻弓曾在
电影《城南旧事》获奖
后 说 过 这 样 一 句 话 ：

“电影就是要写人，就
是要写人性。”他说出
了一部优秀电影必备的
基本内涵，即人文关
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
此前，主旋律电影与商
业电影无法共存的源
头，在于“主旋律化与
商业化的共谋往往长期
以来很难在宣泄与认
同、叛逆与维护、个体
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
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
值观和观众的观影快感
之间达成一致”。今年
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
的祖国》《攀登者》《中
国机长》等影片深受大
众欢迎，取得了口碑与
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影
片既是为庆祝新中国七
十华诞献礼，也是一次
中国电影创作理念的探
索实践。

新主流电影崛起的
原因，或许可以从其创
作特征中窥得一二。

首先是价值观念的
多元化。以往多数主旋
律电影往往拘泥于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习惯性
的题材选择以及生硬的
主题表达，使得这类影
片忽略了艺术想象和创
新。新主流电影之所以
为“新”,是因为它既
不单纯地行使教化功
能，也不以利益为上。
新主流电影首先是被社
会主流市场接受的、欢
迎 的 电 影 。《中 国 机
长 》 以 四 川 航 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功
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改
编。机组执行航班任务
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
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失压的极端
罕见险情。生死关头，他们临危不乱，果
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人员的生
命安全，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影
片从不同角度对“英雄”进行了解答。机
长在结尾说出的话，敬畏生命，敬畏职
责，敬畏规章，让影片主题得到升华。英
雄机长刘传建“举重若轻”的胸襟也在影
片中得以展示。此外，之前的《战狼》系
列、《红海行动》 到现在的 《古田军号》
等影片，也从表现单一的集体主义到思考
个人价值以及个人价值与国家、集体的关
系，使得新主流电影的核心价值更为深
刻，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呈现出更加包容
的姿态，也更容易被观众所认同和接受。

其次是叙事策略的多样化。与以往
的主旋律电影将目光对准宏大的战争场
面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同，新时代背景下
的主旋律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更为广
泛，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多元化，在现实
主义题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新语境的时
代特征，陆续创作出战争类、悬疑类、
警匪类、动作类以及纪录片等众多题材的
作品。《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
业》三部曲诠释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再到
新中国成立的重大历史事件；《战狼》《战
狼 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等动作
类、军事类题材的创作，折射出对战争的
反思、对和平的呼吁，体现了人文关怀；
纪录片性质突出的 《厉害了，我的国》
等，将祖国发展和改革成就全景式呈现在
大银幕上；聚焦不同行业的 《中国合伙
人》《中国机长》《攀登者》 等，从不同
身份的人物出发，探究在大时代的背景
下，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发展，具有
深刻的人文关怀。

最后是人物形象的建构更加理性。随
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在人物形象的塑
造上逐渐回归理性设置，不再以高大全的
形象去刻画人物，而是赋予这些人物多样
化的性格魅力。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以往主
旋律电影平面化、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设
置，转而把英雄人物刻画得更加真实、饱
满，侧重对多层次人物进行描绘，注重群
像意识，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英雄模
式，丰富了电影的层次性。电影 《攀登
者》 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员登顶珠峰的故
事。影片中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特
点，既有积极正面的，也偶有消极的情绪
出现。新主流电影中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重
新解构，将他们回归到普通人，拉近了观
众与电影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更易产
生情感共鸣。

未来，新主流电影还需要从更具国
际视野和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层
面来挖掘故事并建构其表达。在全球化
的今天，中国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
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新主流电影在价值观表达上，必须承载
这样的思想并能艺术地将其融入具体的
叙事和人物塑造中，从而唤起更多观众
的情感共鸣。

□周思明

当前在文艺生产中，亟须强调
深入生活。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
现场，以第一手素材创作作品。从
实践角度看，深入生活是实现文艺
原创绕不开的基本环节。只有深入
生活，文艺工作者才能获得第一手
素材，才有助于创作出具有原创性
质的文艺作品。

一般而论，深入生活有几种方
式，一类是有组织的活动，比如各种
走进基层的采风；一类是作家自觉
地长期定点生活在乡村、企业、军营
等地。但即使如此，对于创作者来
说，也还有一个是否“走心”的问
题。有的作者虽然“身”入了生活，
但由于“心”没有进入生活，而且不
研究问题，不深入体察，缺少对生活
发现的能力，因此所谓深入生活也
就成为一句空话。

进入新时代，丰富多彩、感人至
深的中国故事无处不在。但即便如
此，如果创作者不具备发现的眼光，
不以文化自觉的姿态，积极主动地
深入伟大时代和火热生活之中，做
到入身、入心、入情，那么面对乱花
渐欲迷人眼的社会生活万象，创作
者很可能落入视若无睹、生吞活剥
的境地。所以，要进行文艺原创，创
作者必须迈开腿，睁开眼，动真心，
对自己亲手采撷的创作素材进行思

考、整合、筛选和再造。法国作家加
缪曾说，我们的笔触不应该关注制
造历史的人，而应去关注承受历史
的人。所谓“承受历史的人”，指的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作者只
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听到百
姓的声音，才能发现人民的生活，才
能创造出饱含情感和思考的中国故
事。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不仅仅
关系到创作者的立场、态度，还关系
到方式、能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
面前，如何认识把握这样的时代，写
出不同于既往的时代精神，给创作
者提出了极大挑战。迎接与胜任挑
战的重要途径，除了知识、学养的积
累 储 备 以 外 ，恐 怕 就 是 深 入 生 活
了。置身融媒体时代，创作者的素
材来源的确很多，除了生活现场，还
可以从网络、手机等多渠道获得。
但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作品要有
在场感，就要写创作者自己在场的
事物。哪怕是对历史的描述，也不
能仅靠书本，而必须要亲赴历史现
场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想象力是
建立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的，如果
没有对人事的具体了解，想象就是
无根的、空洞的、概念化的。这样的
作品，势必缺乏现实逻辑和生活气
息，就是一束貌似美丽但毫无生命
力的塑料花。

深入生活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不少文艺工作者都深
有体会。比如广东作家熊育群为了
写一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作品，
除了沿途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实地
考察了位于沙漠深处人迹罕至的罗
马古城。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城，
被发现的时间并不长，就是当地人
也未必搞得清它的由来。熊育群认
为，在场考察能够牵出不为人知的
世界大历史，给了他很大震撼。的
确，许多作家的创作灵感、素材等，
都来自于田野调查，来自于作者与
现实的联系。生活，对于创作者来
说，有经验之内的生活和经验之外
的生活之分。对已经拥有的生活，
要深入开掘、好好运用；对尚未熟悉
和掌握的生活，应当积极介入、用心
思考。搞创作，一定要避免对生活
似是而非的书写，避免对现实做先
入为主的表达。“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这需要文艺工作
者真正走进生活，去发现、发掘真正
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真相。

生活真相不是浮在表面上的，
而是深埋在气象万千的社会内部，
不下苦功，很难奏效。法国雕塑大
师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
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
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
上能够发现美。”作家柳青曾说：“作
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作家
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为了

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柳青当年毅
然举家搬迁到陕西皇甫村。由此，
陕西农村和农民生活成为他取之不
竭的创作源泉。他倾力抒写中国的
乡村故事，并用文学作品建构耐人
寻味的“乡村寓言”。梁生宝是其代
表作《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文学史
专家严家炎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
文中指出：“哪怕是生活中极为平凡
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
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确地把它总
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
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可见
柳青对于梁生宝这样的农村先进典
型是何等熟悉。

文艺作品是文艺工作者对生活
深切感知基础上的情感抒发，创作
者对生活的体验越是具体、深刻、细
致、丰富，其艺术构思和想象力就越
是自由，创造的艺术形象也就越能
体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人性的深
度与广度。生活美并不能自动地转
化为艺术美。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必先走进生
活，再进入创作。无论是组织采风，
还是实地考察，抑或是长期或短期
驻扎，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从生活
中获取创作灵感，提炼创作主题，从
而创作出能够打动读者的鲜活作
品。而欲达此目的，绝无捷径可走，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条屡试
不爽的创作正途。

□连 正

茅盾和丁玲是中国新文学具有
开创性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与
五四精神及中国革命密不可分。阎
浩岗在《茅盾丁玲小说研究》（人民
出版社 2018 年 9 月出版）中以这两
位地位特殊、经历独特的作家为研
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如何处理革命
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作家如何保持
自身个性、忠于艺术理想等课题。

该如何从文学价值和文学史
地位的角度评价茅盾和丁玲的作
品呢？读罢《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笔者认为阎浩岗采取了如下角度

和方法：
其一，发现革命作家的个人独

特性。革命作家虽有共同的“革命”
特征，但若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
之地，还须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
没有个性、没有风格的作家，算不
上成熟的、优秀的作家。茅盾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上
之所以占有重要位置，就因其不可
取代性。阎浩岗从茅盾小说创作方
法出发，针对研究界认为茅盾小说
创作方法与主流创作方法一致、茅
盾是主流创作方法的代表这种较
为普遍的看法，通过细致而深入的
分析研究，指出茅盾小说与主流创
作方法的诸多重要差异，比如茅盾
的社会剖析始终以个人生命体验
和独立思考为基础，他坚持写自己
熟悉的题材，以写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见长。作者将茅
盾与沈从文等其他作家进行比较，
既指出其差异，又揭示其异中之
同。进而探本溯源，探究其创作方
法的中外美学渊源，特别是与法国

现实主义的关系。与主流创作方法
的“同”与“异”，决定了茅盾小说的
美学特性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
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对于丁玲小
说，阎浩岗一方面将其定性为“革
命年代的个性话语”，又从丁玲的
个性中发现了其与普通女性不同
的“革命”性格。而且有别于新时期
以来丁玲研究者突出丁玲女性意
识的取向，他认为丁玲的女性意识
从属于其个性意识，只是其生命意
识的组成部分。

其二，分析革命作家如何表达
革命体验。革命作家是革命的直接
参与者，优秀革命作家与“标语口
号式”作家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
真实而具体生动地表达出个人在
革命运动中的生命体验及对革命
的反思。茅盾早年创作的《蚀》三部
曲就是表达茅盾在大革命中生命
体验的优秀作品。《蚀》中的《动摇》
及茅盾后来的短篇《泥泞》则表现
了作者对革命的反思，具有一定复
杂性和多义性。《茅盾丁玲小说研

究》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分析。该
书还具体剖析了茅盾有关中国 20
世纪土地革命的叙事文本与左翼
主流文学在艺术处理方面的重要
差异。关于丁玲，则始终以其“生命
意识”与个性追求为基点，并用两
章篇幅论述丁玲的土地革命叙事
特别是土改叙事与“典范土地革命
叙事”的性质区别，并纵向梳理了
其演变轨迹。还围绕土改叙事中的
某些场面描写，探究丁玲如何在革
命书写中体现其人道主义思想。

其三，探索作家如何处理革命
与文学的关系。有的作家直接以文
学作品演绎革命理念，追求作品的
宣传效果；有的始终以艺术形象的
真实、细腻、生动为基本宗旨，并不
追求以文学方式直接进行宣传，而
是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
然流露出来。茅盾毕生研究小说艺
术，重视小说技巧，曾以文学批评
和私人通信方式精研小说美学。丁
玲虽无太多小说美学研究专论，但
她重视人物形象的个性，重视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剖析，这本身就合乎
艺术规律，而与公式化、概念化创
作迥异。阎浩岗在专著中对这方面
也有独到论述。除了表达个人见
解，还以述评方式对他人相关成果
作出评说，使得该书兼具学术独创
性与资料参考价值。

阎浩岗多年来一直关注与“革
命”相关的文学创作，包括茅盾、丁
玲等人的小说，以及当代小说中的
红色经典、土地革命叙事作品等。
他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是其多
年来茅盾、丁玲研究的结晶，在这
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
学术追求和抱负，在研究和书写中
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体现了学
术求真求新的本质。对于学术界一
些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也能在论述
中予以认真回应，富有学理性地表
达自己的见解，这就与其他人的研
究成果发生了一种对话关系，人们
对茅盾和丁玲乃至现代中国文学
的判断，也就会受到影响，发生某
些积极变化。

何为真正的人生 ——评格非《月落荒寺》

数字时代人与自然的故事
□夏丽柠

赵桥村是上海市区外的一个小
村庄，靠近长江出海口，对面就是崇
明岛。2014年的夏天，作为画家与作
家的顾湘从上海市区搬到了赵桥村
一间长久无人居住的房子里，那时
在夏风里飞翔的茶翅蝽还相当活
跃，夜晚撞入灯火的黑皮蠹还相当
疯狂，房间里吊兰疯长，幽灵蛛肆
行。仅仅 20 公里的空间偏移，给顾
湘带来了独特的心理感受。她在城
市寓所和村子的不同地点间漫游，
她经历了科塔萨尔《被占的宅子》里
所发生的奇妙故事，观察到菱在河
塘里以斐波那契螺旋线展开，还见
证了一场巨大的台风。这一切在顾
湘的文字和绘画里，汇成一个数字时
代人与自然的故事《赵桥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书做得精巧，只有6万字。开头
有篇《邻居》，结尾是《台风》，《赵桥
村》居中。《邻居》有点前情提要的意
思，顾湘介绍了之前住的地方——
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上海有许多
新村。所谓新村，就是新式里弄。记
得青年作家张怡微也是某个新村
长大的孩子，在她的小说里，不断
描摹新村里的人与事。顾湘写新
村，可不写那些柴米油盐，她就像
一只盘旋在上空的游隼，洞察里弄
的一切。游隼系猛禽，顾湘眼力也
同样凶猛。各家各户，无论是养猫
的、患病的，还是寡居的，在她眼
里，都是“我们的活动由世界退缩、
撤下、犹如河水退下石滩，带着卷
来的碎屑和记忆的残影淤积在一
个很小的水洼里，周围一片干涸”。

不难看出，周遭环境，对顾湘是
种压迫。赵桥村便成了她释放天性

的天地，她带着浓郁的情感写身边
各有名字的植物和动物。在初夏时
迁居赵桥村，顾湘感叹，“那时茶翅
蝽相当活跃，在夏天的风中飞来飞
去，又停在我的纱窗上，就像人游了

一会泳趴在泳池上一样”。人像鱼，
茶翅蝽像人，万物的身边好像都有
一片海洋。赵桥村，就是这海洋里的
偏隅。隐匿其中的生灵，都善于依据
自己心的方向，游来游去。顾湘笔
下，涟漪叠起的，就是村中即景。这
就是她的日子，“我住在这里，只远
了一点儿（距离城市中心20公里），
跟自然的关系就变得比以前要密切
很多，天气清晰而鲜明”。

在赵桥村，顾家有一处老宅，
早就破落得不成样子。顾湘自力更
生，修修补补，总算是住下了。因为
不常出门，与她做伴的大多是植
物，她写自家后院里的一株植物，
终究疯长成了怪物。赵桥村是不缺
人的，只不过都闲散，最爱说的是

“白相”（玩耍）。与顾湘有问有答，
话语间都是“白相”，邻里轻快地叮
咛她，不要过得那么辛苦，多出来

白相。出来白相，还可欣赏田埂旁
的马兰花、墙下的虞美人、村后的
田野、墙头的小狸猫和青桃子。顾
湘说，花不自由，就不美了。我想
说，人不自由，也不美。或许，我们
可以将赵桥村的生活，理解成美与
自由的结合。

在最后一篇《台风》里，为台风
“温比亚”肆虐后的残局善后，将顾
湘拖回了残酷现实。写到这里，顾
湘才想起来，2017 年底，她失去了
一部分肺。活着，的确是件很费力
的事。尽管如此，在这篇结尾，顾湘
仍然写道：“生活令人紧张但仍充
满希望，新的生活渗透进来。”是
啊，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向往
新生活。

顾湘的赵桥村，顾湘的新生
活，不只是一点点闲暇的过往，而
是，生活因向往而变得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