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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日前已开始征
集作品。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的一项重
要的、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文学奖项，至今
已经已走过 30 多年，评出了 8 届共 30 余部
作 品 ， 其 中 的 一 些 作 品 如 《平 凡 的 世
界》、《白鹿原》 等历经几十年仍经久不
衰。有人会问，这些获奖作品都能算是当
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吗？当然不能以获得茅
盾文学奖为标准来确定经典。但这个问题
促使我们来思考：茅盾文学奖与经典化有
什么关系？

坚持现实主义的评奖宗旨

文学经典不是由某个部门以某种标准
评选出来的，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
洗，经受了社会和读者等各个方面的考
验，自然形成的。这个淘洗和考验的过程
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代文学作品与
古典文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当代文学还
没有完成经典化。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文
化行为，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
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
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
元素。文学评奖制度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元
素，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学作品的经
典化。

茅盾文学奖在最初设立时就确立了坚
持现实主义精神的评奖宗旨，尽管对于现
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不断
深化，但该奖坚持现实主义
精神的宗旨基本没变。首届
茅盾文学奖是 1982 年评选出
来的。这是新时期文学刚刚
起 步 的 时 期 ， 对 于 经 历 过

“文革”的高压政治磨砺的文
学来说，仿佛是从寒冬刚刚

转向春天，一切还处在万物复苏的阶段。
当时有一个政治词语：拨乱反正。文学也
借助“拨乱反正”，给文学的话语权确立
新的执掌者。首届茅盾文学奖既是“拨乱
反正”的产物，也是“拨乱反正”的成
果，而后人们对于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阐
释，也基本上没有超越“拨乱反正”的认
识水平。新时期文学通过“拨乱反正”逐
渐建构起一种“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
首届茅盾文学奖所奖励的作品都是“拨乱
反正”的宏大叙事的作品。因此可以说，
首届茅盾文学奖实践了“拨乱反正”的政
治策略。这是当时的文学的必然选择。对
于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比较共同的意
见是，它体现了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
事实上，从首届茅盾文学奖起，就基本确
立了现实主义在茅盾文学奖中的主导地
位。

上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文学观念异常活
跃的年代。当时正是西方现代派风行的时
候，西方现代派一下子就冲决了我们过去
修筑起来的现实主义大堤。回顾这段历
史，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过去我们
是 独 尊 现 实
主 义 ， 并 且
将 现 实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化 ， 从 而 导
致 了 现 实 主
义 越 来 越 远

离 现 实 主 义 的 本 来 面 目 ，
变 成 一 种 僵 化 的 现 实 主
义 、 概 念 化 的 现 实 主 义 。
读者阅读以这种方式写出
来 的 小 说 ， 也 感 到 了 厌
倦，因为他们从中读不到
新的东西。这是 80 年代总
的文学环境。在这种文学

环境下，突破现实主义框框的写作，既受
到作家的欢迎，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
茅盾文学奖强调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给人
的感觉就是缺乏进取精神、不敢突破。但
如果不是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偏
爱，也许就会将 《平凡的世界》 这样的优
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遗漏掉。路遥是新

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当时的文
学环境应该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
文学观念所煽惑，而是能够在文学观上保
持淡定和坚守，这同样也很不容易。因为
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出了问题，并不能
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就必须抛弃了，现实主
义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同
样需要作家通过自己的实
践来证明。路遥就宁愿做
这样一名作家。这正是路
遥的可贵之处。路遥在文
学上崇拜的对象是同为陕
西作家的柳青，他不仅认
同柳青的创作方式，更认

同柳青对待
农村和农民
的立场和态
度。他构思

《平 凡 的 世
界》 时，他
也希望自己
能像柳青那
样，去写一

部反映农村现实的史诗性的作品。路遥坚
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他也通
过自己的奋斗，证明了传统现实主义仍然
具有生命力。但是，在当时的“西风劲
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 出版后并
没有受到好评。茅盾文学奖此刻却能坚持
自己的宗旨，肯定了 《平凡的世界》 的现
实主义文学品格。显然，茅盾文学奖对于

《平凡的世界》 的经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
用。

茅奖将优秀当代作品带上经
典化快速车道

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又是充满
变异性和开放性的，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
状态之中。相对而言，茅盾文学奖对于现
实主义的理解远远滞后于创作现实的发
展，在审美选择上趋向于保守和稳重，不
能及时地接受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

的新质，因而将一些对于深
化和发展现实主义有所贡献
的优秀作品排斥在茅盾文学
奖之外。比如韩少功的 《马
桥词典》。韩少功的《马桥词
典》 出版于 1996 年，那个阶
段的当代小说在欲望化写作

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下，沉湎
于形而下的写实狂欢中。韩少功却关注语
言，探询语言背后的形而上意义，作品融
合了作家在历史、地理、语言学、人类文
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涵养，处处
展示出作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
思，更体现了深刻的哲理性。如同一些学
者所指出的，“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
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
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
间世界。”《马桥词典》 的出版，就像在形
而下的黑暗中透出了一线阳光。据我了
解，当时有一些评委力推 《马桥词典》，甚
至到了下一届，还有评委重提这部作品，
认为应该以补救遗珠之憾的方式将其入
选。尽管最终 《马桥词典》 与茅盾文学奖
无缘，但这并不意味着 《马桥词典》 的经
典化过程就已经终结。说到底，茅盾文学
奖是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但又不是唯一元
素。

也许可以这样说，茅盾文学奖将不少
优秀的当代作品带上了经典化的快速车
道，如 《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

《蛙》、《长恨歌》、《无字》等等，但这些作
品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作品，首先
还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是不是过硬，也在
于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复杂因素。我希望
茅盾文学奖能够不断地完善评奖制度，从
而能够评选出那些真正具有经典潜质的作
品，让这个经典化的快速车道发挥出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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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读大学时，听到有人唱《思乡曲》：念故乡，
念故乡，故乡多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
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年念不忘；/在他乡，
一孤客，寂寞又凄凉；/待何时，回故乡，重返我
故园；/众亲友，同举杯，共饮旧事乐。

这首歌的歌词情真意切，且旋律优美感
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找音乐系同学问起这
首歌，答曰：“此乃美国民歌”。

其实，这是个误会。当我来到音乐之都布
拉格，才真正懂得了这首歌。

那是十多年前，我刚到布拉格后的第三个
月，我们的房东怀特兴致勃勃地来到我们的房
间，请大家喝家制梅酒。酒过三旬，捷克老头
来了劲儿，从楼下抱来了手风琴和巴扬（斯拉
夫民间乐器）。平时谨言慎行的二哥，一把接
过手风琴就当仁不让地和怀特的巴扬协奏起
来。

旋律怎么这么耳熟？！我想起了在大学
里，那支美国《思乡曲》，“二哥，没想到你能演
奏美国民歌呢！”我由衷地感叹道。

“小姐，这可不是什么美国民歌啊！而是捷克
著名作曲家安托宁·德沃夏克的名作哦。”

善解人意的怀特给我解围：“说《思乡曲》是美
国的，也不算错，因为此曲乃德沃夏克任纽约音乐
学院院长时写的。主旋律借鉴了美国民歌的风
格，充满了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乡愁如斯，他为何要到纽约去任职呢？”
“傻丫头，问你自己吧。你们为什么要远

离天府之国？我呢，为什么要抛妻别子？古往
今来，诗人墨客倾诉不尽思念之苦，男女歌手
演唱不完乡土之情，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些人远
离亲人和故土呢？”二哥大发感叹。

“这就是人的共同本性啊，永远不满足现
状，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追求嘛！”小雯抢过话
头。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故乡再可爱，但还是
有那么多的人——自愿的、不自愿的、或是无
可奈何的，那么源源不断地离乡背井，去寻觅
新的世界、新的机遇、新的起点啊！

“这是德沃夏克的交响曲《新世界》中著名
的一段，不过，还有一位作曲家，是我们捷克人
更喜爱的。”怀特说。“他的名字叫斯梅塔那！
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啊！你们听过他的交响
组诗《我的祖国》吗？”怀特脸上泛起了光彩，

“这可是《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时首场演出
曲啊！”

“这是一个捷克人引以为荣的国际性音乐
节。”二哥说，“1946年二战刚结束时，也刚好是
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的生日，当时捷克总
统爱德华贝奈斯决定举办一个隆重的国际音
乐节，来纪念这一盛事，这音乐节被命名为‘布
拉格之春’。”

“你们一定要去听听！这可是在全世界都
很著名的哦！对了，现在刚好是五月，布拉格
之春就在 5 月 12 日开幕啊！”怀特的大手重重
地拍在大腿上：“啊！来不及了，票肯定卖完
了！”

“不要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招，就是钓
票！”二哥说。

钓票行动在5月12日下午开始了。我、小
雯、二哥组成的三人小组，早早地找到了德沃
夏克音乐厅。去售票处咨询，看有没有退票
的，或是否可加钱添座的……当然是没有！不
过我们毫不气馁，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直
到陆陆续续地走来了一群又一群西装革履、裙
带飘逸的听众。

二哥上前：“请问，还有多余的票吗？”回答
是一群又一群人的摇头。

“看来这场音乐会与我们无缘了！”小雯叹
了口气。“哈啰，小姐，请等等！”一位胖老太太
走过来，“你们想听音乐会吗？我这儿有两张
票，我的儿子和儿媳有事来不了了……”“太好
了！”小雯跳起来。“二哥怎么办？”二哥是当仁
要让，“还是你俩进去吧！今天跑了一上午，太
累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歇歇吧，我会等你
们的。我早上走得匆忙，穿的这身便装！太不
合适了！”说着就把我们往音乐厅里推，“还是
漂亮姐儿才适合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们刚坐好，乐队就以捷克国歌“我的家
乡在哪里”拉开了音乐节的序幕。总统哈维尔
祝词：在布拉格之春进入它的下半个世纪时，
我祝愿它的音符能奏出我们心里所有美好的
愿望……

演讲之后，就是斯梅塔那的交响诗套曲
“我的祖国”。这位伟大的捷克民族作曲家，以
诗一般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入了梦幻般的
境界……

那晚，当乐曲中最抒情的那段“伏尔塔瓦”
响起时，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感到那犹
如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中，让我思绪万千。我
想起了我们的长江黄河，甚至榕树下的锦江
河，河旁的乡音……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对祖
国故乡深深眷恋之情和赤诚之心，是全人类不
同民族所共有的，也是优秀的作曲家们之间的
共识和共鸣啊！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乡愁阵阵来……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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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作品

能成为经典吗？
贺绍俊

澳 门 基 金 会 联 合 《人 民 日
报》 文艺部等共同举办的第六届

“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
赛日前启动。大赛是为纪念澳门
回归周年而打造的文化品牌活
动，自 2004 年首次开展至今已成
功举办了五届。2015 年是澳门回
归 16 周 年 ， 16 年 中 ，“ 一 国 两
制”、“爱国爱澳”，取得了可喜的
成就，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澳门故
事。征稿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
年 2 月 29 日。凡在海内外华文报
刊刊发，抒写澳门现实和历史，
抒写澳门精彩故事的散文作品均
可参赛。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
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

玉色，似国人的肤色，也是国人内心
深处追求的颜色。玉色源于玉。玉来

自中国五行的“土”，所以玉也是土地的
颜色、农业中国的颜色。在国人的“色谱”

中，她的年龄只比太极黑白小。对其他颜
色，喜爱者多有不同，但几乎无人不喜爱玉
色。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原
因。

“君子比德于玉”。如果说，太极黑白隐
含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红表现国人的性格，
青花蓝体现国人的审美观，金黄折射国人的
世俗价值，则玉色承载国人的品德。

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玉表
和，和（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小
说的皇冠上的明珠——《红楼梦》，就是一
部关于玉的前世今生、爱恨泪水的旷世

才情小说。也因此，这部小说成为中国重要
的文化密码之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
易碎，不像西方文明的代表物钢铁那样有直
截了当的蛮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玉自
有其力量，她的力量在于浸润、慈爱、影响，
而非冲击。国人爱玉，这种执著甚至痴迷历
经五千年风雨变迁而始终不改。

金银财宝中，唯有玉只有祥，没有灾。
犹如《易经》六十四卦，只有谦卦全是吉，其
他六十三卦均吉凶悔吝不等。

玉，石之美者也。
玉之美，在于她身手美——是良医。“不

做良相，便做良医”，这是国人的人生价值选
择。“玉石可除中热，解烦懑，助声喉，滋毛
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目。”（《本
草纲目》） 古人认为，玉是阴阳二气的纯精，

是和谐的物化表示。今人
知道，玉有神奇的生化和
物理特性，佩玉与人体谐
振，促进人体机能协调运
转 ； 玉 含 十 多 种 微 量 元
素，常把玩，可浸润人体
促进健康……

玉之美，更在于她心
灵美——是君子。古代，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不仅是大自然的精华，
还具备君子的品德。“玉有
五德：润泽以温，仁

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
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
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
也。”（许慎《说文解字》）此五德，语意双
关，既指玉又指人。

玉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儒家的经典
之一——《诗经》 中有30余篇涉及玉，可
见周代玉文化就十分发达：玉器的人性化
特征得以确立、“玉德”成为道德标准、玉
器得到广泛使用……

中国是儒、释、道并处。释家也讲
和，故玉与佛有缘。温润如玉，玉之美，
又比作美女。

玉叶金枝、鼎玉龟符 、怀珠抱玉 、
粉妆玉砌、白玉无瑕、桂薪玉粒、桂玉
之地、抱玉握珠、被褐怀玉、艰难玉
成、蒹葭倚玉、金童玉女、冰肌玉
骨、金相玉质、冰洁玉清、金玉良
言、锦衣玉食、金风玉露、伯玉知
非、金浆玉液、金科玉律、金口
玉音、金枝玉叶、金玉良缘、
金玉之言……与玉有关的成
语不胜举枚、美不胜收。

玉本石头，美玉
只在人心。黄金
有 价 ， 玉 无
价。

□散文

玉 色
刘英敏

□散文

玉 色
刘英敏

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 《少女
萨吾尔登》 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作者用深沉诗意的
笔调讲述大西北文化的交流、融
合。他挚爱新疆，不吝笔墨地描
摹新疆的神圣舞蹈 《萨吾尔登》。
他又深爱故乡陕西，饱含深情地
叙述那里的风俗，那里的乡亲。
作品采用现实与回忆相融的手
法，生动形象地为读者展现出一
幅新疆戈壁草原蒙古族人民的生
活画卷，充满诗性的想象，更为
读者呈现出一个神奇、大美的新
疆。作品体现了作者对西域文化
尤其是新疆边地文明的执着探
寻，以及对自然生命力量的讴歌。

《少女萨吾尔登》

探寻西域文化

第六届“我心中的

澳门”散文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