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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文坛，似乎一直是男性
作家引领风潮。放眼世界华文文坛，
却是别样风景：早年，陈香梅、聂华
苓、赵淑侠等海外华文女作家以她们
出众的才情，为华文文学的生成与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严歌苓、张
翎、虹影等三位女作家被喻为引领海
外华文文学发展的“三驾马车”，甚
至成为整个海外华文作家群体的代
表。

一马当先冲锋前沿

“在世界华文文坛，一个独特又
醒目的现象就是海外女作家大有一马
当先，不让须眉之势。”在不久前举
行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旅美
华文作家陈瑞琳认为，虽然在世界文
坛中女性作家的创作仍属支流，然而
在世界华文文坛，女性作家已成为主
力军，“冲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
地前沿。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於梨华
等人就在美国倡议发起了海外华文女
作家协会，通过定期召开年会、出版
文集联络世界各地华文女作家，推动
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如今，
协会成员已从最初的21人增至200余
人，可见世界华文女作家群体的不断
壮大。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世界华文
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喻大翔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与男性作
家相比，一方面，海外华文女作家能够借助“身在其中
且心在其中”的先天优势，更好地把握女性主义、女权
主义等文学题材，进行更为深刻的文学创作；另一方

面，女性作家的文笔更为细腻、多情，能够通过细致
入微的细节打动读者，展现文学的形象之美。

近年来，在严歌苓、张翎、虹影等女
作家的引领下，海内外更是掀起一

股 华 文 文 学 的 热 潮 。“ 这
‘三驾马车’不仅代

表 了 海 外 华
文

女性作家的创作成就，而且能代表我们海外华文男性作
家。”旅加华人作家林楠说。

双重语境的风情与魅力

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到如今的“新移民文
学”，海外华文女作家将对故国的眷恋凝聚在一串串汉字
中，在报刊专栏、华文书籍中记录下她们在海外从挣扎
到融入的完整经历。

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存在似乎是一种传统。“女性天生
对生活环境很敏感，所以海外华文女作家可以在第一时
间感知来自异域的文化冲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计壁

瑞认为，正因如此，她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感受到去国
离乡的乡愁，并随后慢慢扩展到其他领

域。如今，扎根异乡的

痛楚渐渐消淡，海外华文女作家也逐渐跳脱出传统的怀
乡情愫，开始更加自在地游走于“原乡”和“异乡”之
间。

谈起新作 《移民岁月》，旅加华文女作家曾晓文表
示，心境的变化使她在作品中不再过多关注移民的伤
痕，而是呈现在经历转变和离散之后，移民内心对安宁
的追求、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对人类永恒主题
的拓展。

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已成为海外华文
女作家创作的新特点。陈瑞琳认为，无论是历史的回首
还是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
新一代海外华文女作家借助她们的特殊“站位”与双重
语境，表现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和更加多元的创作
格局。“读者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很细腻的
文风，另一方面也可以

看到很辽阔的世界，这是一种十分新
鲜的冲击。”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尤今
说。

中华文化的底蕴，加上异域文化
的增色，再配之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
细腻，这让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学创
作更具风情与魅力。

深度介入母国的社会文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海内外文化
往来不断，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新风吹
进中国，与国内的文化市场产生了千
丝万缕的联系。

2009 年 ， 严 歌 苓 的 长 篇 小 说
《小姨多鹤》 首次参加中国小说学会
的排行榜评选，就拔得头筹，在国内
文坛引起轰动。此后，严歌苓、张翎
等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多部小说获得张
艺谋、冯小刚等国内名导的青睐，改
编成《金陵十三钗》、《归来》、《唐山
大地震》等题材重大、解剖社会历史
与人性的影视作品。在中国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陈公仲看来，多
重文化的根基、开阔的全球视野以及
那些在海外生活才能体会的生活经
历，提升了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
学造诣，使她们能够深度介入母国的
社会文化生活。

2014 年 11 月，在莫言等多位国
内作家的见证下，严歌苓受聘成为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担任该校文学创作方
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导师。在莫言看来，严歌苓是“真懂小说
技术”的作家，能把她从海外请来给国内高校写作专业的
研究生讲课，是“一个惊喜”，也是“一个福音”。

“她们的根基都在中国，因此她们始终与祖国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 喻大翔认为，海外华文女
作家与国内文坛以及文化市场的交往、融
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对于中国国内
文学、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

电影《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电影
《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唐山大
地震》改编自张翎的《余震》……她们属于一个群体—

电影电影《《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电影电影
《《归来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陆犯焉识》、》、电影电影《《唐山大唐山大
地震地震》》改编自张翎的改编自张翎的《《余震余震》》……她们属于一个群体……她们属于一个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来是党中央的智囊团，如今更成
为评估党和国家重大改革方案的“独立第三方”。正因
如此，2014年底社科院发布的重大科研成果给人一种非
常解渴的感觉，不仅诸如《新大众哲学》、《中国考古学
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49年卷-1963年
卷） 等人文基础研究新人眼目，更有许多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的专著、报告直接关涉现实，其中的建议和方案
设计，或许就是明天的现实。如《延续中国奇迹：从户
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中指出，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初期可获得每年约2个百分点GDP的净收益，随后下

降，到2020年仍然可以获得约1.6%的净收益。以绝对量
看，每年的净收益 （2013年价格） 将超过1万亿元。

由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主持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专著《全面深化改革二十论》中的诸多成果都引
起强烈关注。其中《中国政治建设的策略与展望》表明
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有较大可能保持政治体系结构稳
定，但也分析了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导
致不稳定的风险：权力分散化、经济社会发展波动、舆
论冲击与失控。《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一文中提
出要在初步分配中加大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建立个人所
得税税基随通货膨胀而提升的有效机制，劳动者可以选

择以家庭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申报个税。同时指出，我国
目前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约12%，欧盟已
达到30%。

延迟退休已不可避免，可能的路径是怎样的？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和研究员林宝的报告《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和影响》，为我们勾画出渐进
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能路径：延迟退休应该遵循三个原
则：一是并轨先行，建议2014年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2015年-2017年实现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并轨，2018 年开始延迟退休年龄； 二是渐进实
施。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
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一定时期内，女性工
人可保留按照旧制度退休的选择权。2018年开始，女性
退休年龄每 3 年延迟 1 岁，男性退休年龄每 6 年延迟 1
岁，直至 2045 年同时达到 65 岁；三是弹性机制。以法
定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 5年或高于法定退休年
龄退休，养老金标准适当调整。还可引入新旧制度之间
选择的弹性，即设立一个过渡期 （10年） 允许人们在此
时期内在新旧两种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为人们提供一定
的趋利避害机会，减小改革的阻力。

明天，它们是否会变为现实？
张稚丹

明天，它们是否会变为现实？
张稚丹

在事业的征途中，你可曾驻足思索？
在纷嚣的尘世间，你可曾瞬间领悟？你是
否以心灵行走于世间？你是否用文字书写
个体的痕迹？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协副主席
高洪波作序的 《感悟》 就是这样一本诗文

集。作者悟义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
原，是国内有影响的词作家和全国劳
模。这个外表粗豪的北方汉子，如阳
光下的透明水晶，将外界的一切收入
内心，并反射出色彩斑斓的光芒。他
说，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就
有了激情，能从容面对一切困难，把
挑战极限视为快乐幸福。

他的哲理散文，来自生活，发自
内心，给人带来启迪和激励。他的诗
词，近乎直白但不苍白，浅显而不浅
薄，深刻而不故作深沉。悟义曾经写
道：“我的心中有个梦的家，梦的家很
大很大。”他不但让诗歌走出小众沙
龙，重新走向百姓，而且还给它们插
上音乐的翅膀。他的作品 《我是一条

小河》经歌手郭欢演唱后流布四方：“没有
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
只有岁月激起的浪花朵朵，我是草原上的
一条小河……山川给我跳动的脉搏，阳光
给我青春的光泽，我的生命奔流不息，远
方的大海呼唤着我。” （剑 钧）

海外华文女作家海外华文女作家：：

那一抹绯红和蔚蓝那一抹绯红和蔚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
向光阴惰寸功。

——杜荀鹤诗 申盛林书
书法家简介：申盛林，字子峰，别署金壁，斋号大艺堂、

八荷屏堂。1961 年 8 月生于河北，1979 年师从著名书画家、文
字语言学家黄绮教授学习。真行隶草篆均法度森严，高格天
成，榜书若巨鲸巡海，气势恢宏。书法结体端庄、秀隽，用笔
雄健清丽、明快潇洒。国画作品将中国画传统笔墨同西方现代
艺术要素相融合，构图立意、用笔均别具情趣和创意。现任中
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爱国书画院副院长，河北省硬
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1981 年开始发表书画和诗文作品。
2003年获全国税务系统书画摄影大赛书法铜奖；2004年获“全
国第二届民族美展”国画优秀奖；2007年荣获全国迎奥运书画
展览书法二等奖；2010年荣获第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奖“最佳创作奖”；出版有书画集《中国邮政名信片——申盛林
书画作品选》《申盛林书画作品集》《大墨心象——申盛林书法
作品欣赏》等；诗文集《心旅沐歌——申盛林诗文选集》《醉清
风——大艺堂诗草》等多部著作。

听父母说，我小时抓周，抓的是一本书和一支笔。那时，家
人就隐约觉得我这一生可能要与书结缘。果不其然，刚能识文断
字的时候，我就迷上了看书。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开始读小说。读的第一本小说是
《天龙八部》。这本书是我帮堂哥割了一个月的牛草才换来的。拿到
书后，我爱不释手，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要拿着它看上几眼。下午
放学后我要去放牛，那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阅读时间——将牛牵到
河堤上，缰绳一放，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之中。

那时，我常常斜躺在河岸的草地上，沐着夕阳温暖的余辉，
静静地读着我的武侠小说。彼时，我识字还不多，书上有一些字
还不认识，但这并没影响我的阅读兴趣。我会把经常出现的我不
认识的字记下，回去查字典。我边看，边记忆，里面很多武功的
名称和招术，我记得特别认真。因为课间，我的课桌旁每每围满
同学，听我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讲武侠。看着大家羡慕、崇拜
的目光，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后来，为了读到更多的书，我努力考到了县一中。一中离新
华书店很近。那时只要周末不回家，我就会揣上几个馒头，带上
一大杯热水，去新华书店，找本心爱的书，选个角落坐下，静静
地读上一天。那时，我迷上了诗词，古典的、现代的都找来读。
喜欢的还会抄到自带的读书笔记本上，带回去背诵。简单一些
的，我会当场就背掉，像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戴望舒的 《雨
巷》，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等。

考上大学后，我读书的爱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时经常从
图书馆借来某个作家的好几本代表作，一个人静静地窝在寝室的
床上，不分白天黑夜地看。大学时代，我读了很多现当代著名作
家的小说。像鲁迅、巴金、老舍、张爱玲、丁玲、沈从文、汪曾
祺等。女性作家中，我比较喜欢张爱玲，她对生活看得透彻，以
冷峻的笔触揭示凡尘俗世的悲欢离合；男性作家中，我比较喜欢
沈从文和汪曾祺，他们那种诗意的笔调，不紧不急的叙述，常常
能暖到人的心底。老师推荐了与他们文风近似的当代著名小说家
刘庆邦，我一捧上他的书，便如痴如醉，后来竟然把图书馆里所
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都找来读。读多了，感想也多，我的毕业论
文写的便是对他小说作品的评论。一下笔就写了3万多字，后来被
导师删去1万多，答辩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工作后，读书的时间少了，但爱好并没有变。我每天仍会在
晚上睡觉前，看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书。现在看的比较多的是史
书和哲学，这些书能使人变得深刻沉稳有内涵。有了工资，我可
以任意买自己喜欢的书了。略略统计了一下，这几年，我买了将
近300本书，屋里触手可及的地方，堆的都是书。

书，自与你结缘，一路走来有你相伴。我相信，今后漫漫人
生路，依然会与你携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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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泉，不只出龙泉青瓷、龙泉宝剑、龙泉灵芝，还有一种罕为人知的珍宝，那就
是从 1851年到 1949年近百年从未中断、目前正在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乃至世界记忆名
录的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共计1.7万余卷，88万页，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个，是目前所
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的演
变，包括制度、程序、法理、实践等各方面的过渡和衔接以及法律与社会变迁之关系，以
及近代浙南地方经济民生、政治军事、宗族
组织、婚姻状态、社会问题等提供了丰富翔
实的第一手资料。

该档案卷帙浩繁，且排列无序，难以简
单影印出版。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
研究中心重新整理，以典型案例为核心，以
时间为脉络，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
的各类文书，结集出版为学界树立了档案文
献整理出版的典范范式。作为国家出版基金
重大项目，继 2012 年出版第一辑后，最近，
中华书局出版了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
辑。 （脱 丽）

民国时期的司法什么样民国时期的司法什么样？？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15 年 2 月 1
日，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国家
图书馆主办的“我们的文字——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跨年大展在国
图南区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

汉字是世界上流传最久、最富有生
命力的文字系统。跨年大展梳理了自文
字起源到今天的现状，覆盖了包括 10余
种已经消失的文字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传
统文字，串联起 6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大展期间，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
代表性传承人同聚一堂，共同书写我们
的文字。木活字印刷、造纸、篆刻、湖笔制
作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那些刀刻凿镌
的文字让人们想见当初的文字是何等来
之不易。国图2014年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

“我们的文字”专题资源建设，同时推出
《我们的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
书。 （小 章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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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波空论在表演刻制贝叶经非遗传承人波空论在表演刻制贝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