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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山海相逢 美美与共”的中国优秀动
画作品推介会12日晚在法国阿讷西国际动画电影
节交易市场活动期间举行。

据介绍，推介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国动画学会主办，旨在为全球
动画界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和艺术之旅。

包括《敦煌的故事》《熊出没·逆转时空》《苏东
坡与杭州的故事》《镖人（大漠篇）》在内的10余部

优秀动画作品在推介会上展示。这些作品题材类
型丰富，从神话到现实，从古代传奇到现代科幻，
从国宝熊猫到海洋精灵，向世界多角度展示了中
国动画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理念。

“中国动画作品非常吸引我，其视觉效果、色
彩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令我印象深刻。”3D动画专业
大学生阿德里安·艾姆在参观交易市场的中国联
合展台时对记者说。

“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迅速，产量和质量都有显
著提升。”参加推介会的伊朗阳光动画公司首席执
行官穆罕默德·萨沙对记者说，他对中国和伊朗在
动画领域的合作很感兴趣。

2024年阿讷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于6月9日至
15日在法国东部城市阿讷西举行，其附属的交易
市场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制作人、发行商、
投资者和买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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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散文而言，因其简洁、轻
松、活泼的特点，多年来一直备
受读者喜爱。然而，在文学普遍
走向“精致”的路上，散文也一度
在迷失中挣扎。从抒情散文、文
化散文、新概念作文（散文）、在
场主义散文、非虚构散文等等尝
试到当下盛行的大散文、新散文
等概念，显然，散文一直在追求
自我的发展和革新，尤其是在语
言方式、文章结构、思想容量和
篇幅体量上，均表现出了区别于
传统散文的诸多特征。正如刚刚
落幕的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
文奖，10篇获奖作品以其丰富的
题材、广阔的视野、细腻的情感
以及既有传统继承又有个性创
新的全新探索，为我们再一次证
实了百花文学奖“跟随中国当代
文学潮流脉动，发掘推出优秀文
学作品”的办奖宗旨。自2015年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增设散文
奖以来，连续几届的散文奖获奖
作品，无形中引领着当下散文的
创作和阅读风向，已经成为了业
界不争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
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让我们看见
了当代散文的挣扎和奋进，也让
我们看见了散文的重塑与回归。
当然，这不仅是散文家和评论家
们想看见的，而最是广大散文读
者想看见的。

就篇幅体量而言，第二十届
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大
部分都属于新散文的范畴。无论
是《自吕梁而下》《张骞的道路：
从西安到敦煌》的历史文化书
写，还是《东岸的黄昏》《上河之
畔》由景入情的发挥，或是《十字
街与钉婆婆》《我的夏德尔，我的
泽库》的现实观照，以及《野棉花
山》《火塘书简》的温情述说，作

者都以其广阔的视野，无形中赋
予了它们超越传统散文的叙述
方式和表达极限，赋予了作品更
加复杂的情感体悟和更为丰富
的思想内涵。《少年的挽歌与永
远的乡愁》和《小偷（外一篇）》，
虽是形式上的传统散文，但其别
具一格的书写方式，也体现出一
种对传统的挣脱和创新。

与传统散文相比，新散文不
再“安分守己”，不再满足于一两
件简单事件的叙述及抒情，而被
赋予了更多的表达可能，并不断
加持思想和精神的容量及厚度，
让散文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
和气象。李敬泽的散文《自吕梁
而下》由地理和人物进入，并把
自我独特的情感深入到历史时
空现场，其冷峻的叙述，回避了
语言文字的表面温度，体现出了
一种更加深邃的历史观和文化
心理。多重定语附加的饱满语
言，是充沛思想欲求精准表达的
体现，这是雷平阳散文《东岸的
黄昏》的语言特点，而它更大的
价值，是善于对“芦苇荡”这类并
不突出的自然景致的细微描写
和对生活场景的个性设想，在看
似细枝末节的叙述中，完成了深
刻的心理剖析和哲学思辨，并引
发出一种隐匿而又浓烈的忧思。
杨献平的散文《张骞的道路：从
西安到敦煌》，有对历史的观察，
有对文化的求证，有对山河的敬
畏，有对当下的参悟。作者置身
历史，如数家珍，在庞大的历史
文化气场中，穿梭游走，嗟叹古
今，既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文学
敏锐，也体现出了一个学者的文
化视野。周荣池的散文《上河之
畔》一样是掘地三尺，在古今、虚
实、来往中徐徐展开，并对眼见

的一切或好或坏的事物发出善
意的包容、生活的思考以及现实
的批判，其细腻之情感和广阔之
视野，令人折服。

一说到散文的视野，往往第
一时间就会想到置身于深邃历
史文化之中文化散文。然而，关
注当下的生活与世相，作家也能
够以其独特的观察，发掘出一个
宏大的世界，而且，还更有温度
和现实意义。王晓莉的散文《十
字街与钉婆婆》，其娴熟的拟人
手法，仿佛成为了一种文学表达
和生活认知的习惯，透过拆迁事
件，尤其是在作者经历过一场病
痛之后，生活的本质被一点一点
地剥离出来。同样，质朴的讲述，
一样震感心灵。辛茜的散文《我
的夏德尔，我的泽库》以非虚构
手法，走进库泽的风俗和库泽人
的情感深处，走进生活的细节，
再现了一幅真实动人、又充满虔
诚和力量的藏地生活画卷。生
活、信仰、生存、发展，最终都汇
聚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感动。

新散文的新，还表现在一
种“跨文体意识”的书写形式
上。细节，并不是小说特有的招
数，也可以是散文的法宝；抒
情，并不是诗歌的专权，也可以
是散文的利器。诗歌是情到极
致的产物，诗歌却又忌讳情感
无休止的泛滥。散文以叙事为
主，深情涌流的诗歌抒情语言，
恰能让散文收到意想不到的感
染效果。杜阳林的散文《野棉花
山》，在叙述与抒情之间，塑造
出丰满的人物形象，表现出直
击人心的感动和力量。在郑老
师、细妹子、母亲和我以及郑家
大哥构建的世界里，我们既看见
了童年的天真和烂漫，也看见了

生活的美好和遗憾。南泽仁的散
文《火塘书简》，从略带小说的叙
事风格引入，以充满韵律的诗歌
语言讲述，以丰富而生动的后缀
补充比喻，在跨文体意识的自然
书写中，让几个独特的散文片
段，构建起了彝族儿童独特的生
活与心灵世界，这个看似有些无
助、却又明亮和善良的儿童世
界，就如毕摩念叨的《指路经》一
样，总能给人以为希望的力量。

关于文体，世界上有多种不
同的分法。西方文学体裁的“三
分法”把文学分为抒情类、叙事
类和戏剧类，一样具有其独特的
概括性和科学性。文体意识的强
化，逐渐形成了各文体其语言体
系、结构模式、表现方法等多方
面的形式规范和审美标准。从文
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种固化认知
或许有意无意地就对作家的创
作进行了左右；而在文学批评领
域，批评家们也往往习惯用文学
体裁的形式规范和审美标准去
衡量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当然
应该有自己的法则遵循，可文学
批评，也绝不是理学角度的测
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过于
强化文体意识，也多少束缚了文
学创作研及文学批评的自由。百
花文学奖或许早已注意到了这
一点，所以，第二十届百花文学
奖散文奖已经开始了对这类作
品的深切关注。

作为大众最亲近的“国民
性”文体，散文的门槛相对较低，
但要真正写好散文，却非易事，
优秀的散文都具有其自身的风
格和特点。徐鲁的散文《少年的
挽歌与永远的乡愁》是典型的传
统散文，作者竭力剖析六零后人
生的集体感悟和“精神底色”，在

书写“时代与我”的相互前行中，
以追随怀旧音乐之路，打开了这
一代人独特的少年记忆和浓郁
乡愁。田鑫的散文《小偷（外一
篇）》，可谓把拟人手法用到了极
致，让笔下的一切都具有了鲜活
的生命，加上独特的散文进入方
式和缜密的文学逻辑思维，让传
统散文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气，既
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形式传承，
又表现出了一种对传统的个性
创新。

从散文形式、风格、题材、体
量、传统、个性、探索等多方面来
看，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都力求达到较为全面的关注和
覆盖，这完全契合了百花文学奖
的办奖精神。另一点值得一提的
是，百花文学奖始终把读者态度
放在第一位，因此，该奖也被誉
为当代中国文学“大范围民意测
验”。当然，在网络时代，真正参
与到网络投票的人，是不是真正
的读者？又属于什么类型和梯队
的读者？这还值得商榷。不过，百
花文学奖这种力求全面关注和
贴近读者的精神，足以值得我们
肯定和学习，毕竟，人民需要的
文学，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

传统散文当然不会过时，只
不过失去了创新也就自然失去
了生命力。新散文固然厚重，却
在阅读时间及知识储备上，又对
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
什么形式的散文，在快节奏、浅
阅读的网络时代，散文如何秉承

“人民性”和“时代性”？如何回归
读者？这是当下散文必须努力的
方向。试问，散文的出路在哪里？
我想，备受关注的第二十届
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已经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从第二十届
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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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体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文学思潮的

不断涌新，文学越来越走向了一种“精致”的境地，这种“精致”就好像

时下流行的行业“内卷”，既不忽略文学自身发展的成绩，也不回避文

学自我孤立的趋势。诚然，文学，尤其是个别文体在行业内热热闹闹，

在读者中冷冷清清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如何在坚持发展

的同时，保持文学基本的生命力，既坚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

心，又兼顾“雅俗共赏的人民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已连续举办

了二十届的百花文学奖，以一种可贵的担当情怀和勇敢的探索精神，

仿佛迷雾中一束照亮前路的耀眼光芒，让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

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是一
部从初播以来就争议不断的电视剧。
因《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多人续写，电
视剧采纳了不同的版本，所以对后四
十回争议更大。初播不久，就有人建议
重拍《红楼梦》。

让观众看好的是前八十回，后四
十回除了《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
出闺成大礼》之外，仿佛没有多少可取
之处。在电视剧共36集最后一集中，
我看到了贾宝玉出家时，来到了袭人
的家里，袭人的丈夫蒋玉函忙把薛宝
钗接来，想让她见一见宝玉。宝钗从车
里一露脸，见到的是遍地的阳光，许是
阳光耀眼吧，她一边用手遮着阳光，一
边从车上走了下来……

这一镜头让我眼睛一亮，立马想
起兴儿说过的话：“气大了，吹倒了姓
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然而这
不是在贾府，镜头里见到的只有阳光。
我想，这阳光足以融化常服“冷香丸”
的薛宝钗了。

阳光照到了薛宝钗这一镜头，虽
然属于后四十回，但也令人过目难忘，
不论采纳的是哪个版本，都不失为全
剧中一个极为精彩的镜头。为什么这
样说呢？因为这一镜头回味无穷，让人
联系起薛宝钗自从进了贾府，就一直
在享受着另一种阳光，也就是贾府上
下对她的特殊关照。

先从元春说起。早在元春省亲大
典上，举办过一次诗歌大赛。官方首
席评委贾元春，一言九鼎，让薛宝钗
和林黛玉同时获得了一等奖。虽然同
为一等奖获得者，但薛先林后，宝钗
的排名在黛玉之前。元春在端午节赏
的节礼中，宝钗和宝玉都有红麝串
子，两个人的礼物是一样的。这让宝
钗想起了母亲的话：“金锁是个和尚
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
等语。宝玉知道了宝钗的礼物居然同
自己是一样的，笑道：“这是怎么个缘
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
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
吧？”这是怎么个缘故？这分明是元春
对金玉姻缘投了赞成票。

再看贾母。贾母曾捐献 20 两银
子给薛宝钗过生日，不仅办了几桌
酒席，还在外边特意请来戏子来唱
戏。贾母还曾当着宝钗母亲的面说
道：“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
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
起，全不如宝丫头。”薛姨妈听说，忙
笑道：“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
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
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贾
母还拿黛玉与宝钗相比，说：“林丫
头那孩子倒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
身子就不大很结实了。要赌灵性儿，
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
人里头，却不济他宝姐姐有担待，有
尽让了。”黛玉死后，贾母还说：“我
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
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她不得
长寿。”

再看王夫人和凤姐。在凤姐生病
期间，由探春理家，王夫人让薛宝钗当
行政助理。这看上去是“压担子”，其实
是给了她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凤姐
带着王善保家的到大观园里扫黄打
非，处处翻了个底朝天，唯独宝钗屋里

“断乎检抄不得”在宝玉的婚姻上，凤
姐提醒贾母说：“一个‘宝玉’，一个‘金
锁’，老太太怎么忘了？”最后玩了一把

“掉包计”，成全了金玉姻缘。
然而宝玉的答复是：“你们不许

我得到黛玉，我也不许你们得到我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当宝钗
被蒋玉函接来后，连宝玉的影子都没
有见到，见到的只是满地阳光。这阳
光带给宝钗的感受，与元春、贾母、王
夫人、凤姐等人对她的关照相比，已
是天壤之别了。

但愿在后拍的《红楼梦》中，多多
关注一些动人心弦的细节镜头，像阳
光照到了薛宝钗那样，给人留下丰富
的联想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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