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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名家集体发力，他们为2021年献上怎样的新故事
余华时隔八年再推新长篇，王安忆、陈彦、梁晓声、周梅森等作家新作将陆续面世

新春伊始， 文学界一条重磅消息

引人关注 ： 写 《活着 》 的余华回来

了， 携最新长篇小说 《文城》 回归，

这距离他上一部长篇作品问世已经过

去了 8 年 。 新书虽 3 月初才正式上

市， 但各路读者翘首以盼的消息已刷

屏朋友圈。

记者从多方获悉 ， 一批知名作

家集体发力， 在今年推出各自新作。

爆款剧 《装台 》 原著作者陈彦将出

版 “舞台三部曲 ” 的第三部 《喜

剧 》 ， 书写戏里戏外的悲欢人生 ；

梁晓声新近推出了获茅盾文学奖后

的首部长篇 《我和我的命 》 ， 关注

女性命运与成长 。 此外 ， 王安忆的

《一把刀 ， 千个字 》、 周梅森的 《人

民的财产 》 等小说单行本也将于年

内出版。

文坛名家的新作在 2021 年集中

爆发 ， 再次牵动许多读者的目光 。

究竟怎样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心 ？ 他

们在创作上的坚守与突破 ， 将为文

学注入何种新的可能性 ？ 答案就藏

在作品中。

余华没变，他依旧
是讲故事的高手

“文城在哪里？”

“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当余华新作 《文城》 的预售条目

低调现身豆瓣， 短短数天就吸引了大

量用户涌入， 标记 “想读”。 似乎很

少有当代中国作家的新小说， 能如此

“吊人胃口”。 余华最著名的 《活着》

上世纪 90 年代面世以来累计发行了

2000 万册 ， 翻译成多国语言 ， 多年

高踞畅销榜， 甚至 “打败” 了很多新

书， 《文城》 能否延续这一势头还不

好说， 但不少先睹为快的评论家纷纷

打出高分。

“《文城》 证明了他依然是中国

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 。 从第

一句到最后一句 ， 故事牢牢抓住了

我 ， 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

了 ！ ” 评论家杨庆祥一口气抢先读

完 。 在他看来 ， “文城 ” 作为一个

虚化的地名 ， 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

和信念 ， 以此余华扩大了他写作的

地理 ， 由北及南 ， 又由南向北 ， 其

内在精神的指向 ， 却是超越了地域

的一种民族共同性———坚韧、 信守、

重义、 互助。 这是 《文城》 的隐喻，

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

无独有偶， 作家宁肯也为余华讲

故事的能力点赞———“这部小说的叙

述保持了一流水准， 将叙述、 交代、

说明、 描写、 细节和视角变动， 不露

痕迹地融为一炉。”

从 《在细雨中呼喊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 到 《兄弟》 《第七

天》， 一批批读者一遍遍读余华的作

品， 从小说中汲取力量。 《文城》 继

续在人生、 命运、 时代等余华曾深刻

挖掘的主题上求索， 书写一个人在命

运浪涛里的寻找， 以及一群人在时代

洪流中的选择 。 小说以时而细腻舒

畅、 时而勇猛锋利的笔触， 夹杂独特

的黑色幽默， 讲述了林祥福、 纪小美

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

欢、 颠沛起伏。

突破之处在于 ， 不同于以往创

作 ， 余华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前作少

有着墨的年代 ， 上溯至 《活着 》 前

的清末民初 。 在那个年代 ， 结束的

尚未结束 ， 开始的尚未开始 。 讲述

这段往事时 ， 余华承续了民间叙事

风格 ， 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 ，

牵引出军阀混战 、 匪祸泛滥的时代

之殇。

评论家丁帆感慨 ： “在任何灾

难面前， 人类只要人性的底线尚存，

真善美终究是会战胜假恶丑的 ， 这

才是人 ‘活着 ’ 的真理性 ， 唯有悲

剧才能深刻地阐释出这样的人生意

蕴。” 而从故事里望回去， 看到的是

我们走来的路 。 余华写的是他们的

故事， 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 “活着”

的故事。

以小写大，致敬命运
洪流中的平凡个体

有作家聚焦宏观历史图景， 也有作

家将聚光灯投向平凡个体。 即将推出单

行本的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从清

代袁枚的“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

身花”进入，以一位淮扬名厨的成长经历

为叙述线索，他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记

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

间开始。

新故事的地域版图，继前几年的《向

西，向西，向南》和《红豆生南国》后，再一

次走出作家最熟悉的上海，扩展到纽约、

扬州乡下和哈尔滨。变化中的不变在于，

新长篇依然聚焦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

代。“小说浓缩精粹了经历过那些时代的

千万普通人的人间生涯。 男主角姑姑家

的白糖 、油 、棉线 、香烟的定量购买 ，酱

瓜 、饼干 、豆腐乳 、冰蛋 、香肠的克己自

用，以及肉蛋鱼票、烧菜时的精细搭配，

生活的智慧在作家笔下有了审美性的提

升和深刻的内涵。 ”在评论家程旸看来，

历史不光是由大人物、大事件构成，普通

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了生计的精打细算，

才是历史本身的基石所在。 王安忆以小

写大，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史诗性，这是她

驾驭重大现实题材的超强能力。

梁晓声也在 《我和我的命 》 中对

“命运” 倾注了深切关怀， 他以擅长的

现实主义笔法， 通过两个80后女孩的奋

斗故事， 折射时代变迁， 记录乡土中国

的现代化转型。 小说冷静看待 “命运”，

既相信命运、 热爱命运， 又努力改变命

运、 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恰如梁

晓声所坦言的———我写“人世间”热气腾

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

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 更写人与自己相

依为命。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

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

强大力量。

梁晓声不断在小说中构建“善好”的

空间，评论家李敬泽评价，对文学创作来

说， 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文学解构

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作家的“迎

难而上”，恰是保持了对这个时代的向上

向善的书写。

“火”上荧屏之后，他
们的新故事愈发令人期待

近年来，文学界与影视界亲密互动，

诞生了一大批高品质之作。比如，根据茅

盾文学奖得主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改

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好

评如潮，观众从中品味到“烟火气中的陕

味人生”；前几年，根据周梅森同名小说

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亦引发了广泛的

关注。在荧屏上“火”了之后，他们的新故

事愈发令人期待。

好消息传来： 陈彦即将推出长篇小

说《喜剧》。 该新作延续了《主角》《装台》

的题材构思，为行业小人物立传，以喜剧

笔法写就丑角演员的悲喜交织、 跌宕起

伏的生命故事。 《喜剧》以贺氏一门父子

两代人的命运为主线， 在戏与人生的交

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万象———怨

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

落、成败、得失、荣辱……并于此间表达

了对戏曲与历史、 时代和现实关系的理

解。陈彦曾如是分析角色心路———“他们

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 而对供别人表

演的舞台持身不敬，不因自己生命渺小，

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

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 韧性

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

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某种不

容忽视的庄严感。 ”

《人民的名义》编剧、原著作者周梅

森的长篇小说新作《人民的财产》，也将

于今年上市， 小说讲述了华福公司董事

长面对市场与管理的压力， 积极解决企

业问题，处理外部关系，将京州华福带出

困境的故事。

正如业界专家所说 ， 这些名家新

作虽然题材各异 ， 但无一例外都在观

照时代浮沉与人心悲喜 ， 这是文学写

作的永恒母题 ， 也代表文学该有的精

神和情怀。

文化

如何借好新兴科技这股力，让更多文物活泼出圈？
在文博界人士看来，以《唐宫夜宴》为代表的创新探索获得大众认同颇具启示意义

凭借亮相河南春晚的舞蹈 《唐

宫夜宴》， 一群娇憨可人的 “唐朝小

胖妞 ” 从唐代穿越而来 ， 带动了妇

好鸮尊 、 莲 鹤 方 壶 、 贾 湖 骨 笛 、

《捣练图 》、 《簪花仕女图 》 等国宝

火热出圈 。 据悉 ， 她们新近又来到

河南博物院录制了现场版 ， 即将登

上河南元宵晚会 。 值得关注的是 ，

最近一段时间 ， 文物破圈所收获的

满堂彩 ， 《唐宫夜宴 》 并非孤例 。

舞蹈 、 动漫 、 影视 、 综艺 、 游戏 、

小程序……形形色色的载体之上 ，

不约而同涌动着文物 、 古画破茧而

出 、 穿越时空的踪迹 ， 带来文化艺

术生命力的多维感知 。 其中 ， 以新

兴科技创新文博元素的当代表达 ，

可谓一种共通的创作逻辑 。 比如

《唐宫夜宴 》， 就是充分运用了 5G、

AR （增强现实 ） 等最新技术 ， 在二

次创作 、 数字合成 、 融媒体传播等

手段的创新下 ， 以虚拟场景与真人

演绎的有机交融将歌舞融入博物馆

场景， 让文物鲜活可感。

在文博界人士看来， 以 《唐宫夜

宴》 为代表的创新探索获得大众认同

颇具启示意义。 它提醒我们， 在激活

传统文化宝藏、 推动文博资源的创造

性转化方面， 新兴科技大有可为； 但

与此同时， 如何用好新兴科技， 则需

要以诚意去揣摩， 以匠心来打磨， 充

分挖掘展示文物资源背后深厚的文化

内涵与智慧。

5G、AR、区块
链……新兴科技不断
丰富文物出圈的应用
场景

让文物活泼泼地出圈并非一件新

鲜事 。 早在数年前 ， 一系列 “萌萌

哒 ” 的文创就曾激活故宫的文博资

源， 引无数人竞折腰。 不过最近一段

时间， 文物出圈的路径显然在升级。

无论以何种形式作为载体， 都越来越

注重于借力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 进

一步 “脑洞大开”， 于古今交汇处为

沉睡的文物找到新的可能。

除了 《唐宫夜宴》 之外， 另一个

被文博界津津乐道的案例是 “云游敦

煌”。 该小程序上线一年间， 以不断

刷新的科技感， 成为数字文博标杆样

本， 迄今访问量近 3000 万人次。 春

节前夕， “云游敦煌” 推出了 “点亮

莫高窟” 功能———敦煌文献中描述的

莫高窟岁时燃灯 “一川星悬” 的盛大

恢弘场面 ， 竟然首次在线上得以重

现。 每一位用户都可以 “点亮” 崖体

上的洞窟， 点亮人次增多， 画面中灯

光的亮度则越强。 记者了解到， “云

游敦煌 ” 此番还原莫高窟传承千年

璀璨的岁时民俗 ， 移动数字技术和

区块链技术是硬核支撑 。 例如 ， 每

位用户的点亮动作被永久记载在互

联网上 ， 获得互联网世界中专属于

自己的唯一哈希值 ， 就得益于区块

链技术的加持。

收官不久的 《登场了 ！ 敦煌 》

同样凭借科技手段的运用 ， 在一众

文博综艺节目中翻出了扑面而来的

新意 ， 并因此俘获了一大批青年粉

丝 。 吸引年轻人追看的 ， 不仅仅是

青春偶像成为寻访嘉宾 、 纪实影像

与真人秀混搭的样式 ， 更有穿插在

每期节目中的动画特效片段———因

莫高窟保护刻不容缓 ， 节目拍摄并

未直接在洞窟内进行 ， 取而代之的

是数字扫描资料 ， 而让千年壁画

“动” 起来的动画特效则进一步丰富

了文化内涵的表现力 ， 它们雅致简

洁， 略带剪纸风格。

在业内人士看来 ， 让文物活泼

泼地出圈 ， 一方面需要把文物背后

的精气神充分挖掘出来 ， 另一方面

需要对接当下的生活 。 信息时代背

景下 ， 层出不穷的多种现代技术手

段正是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或优化传播内容， 或丰富传播渠道，

或实现 “身临其境 ” 特效 ， 或加强

观众与文物互动 ， 最终都将使古老

的文物活泼起来 、 时尚起来 ， 为当

代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 。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吴萌长期从

事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研究 ， 她告诉

记者： “5G 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高

速传输令 AR 在实时渲染、 计算等方

面的实际应用瓶颈得以突破 ， 还将

迅速带动 XR ?扩展现实） 发展， 这

类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刚起步不

久， 未来不可限量。”

技术与艺术、文化
的融合创新，构成文物
出圈的核心推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 形形色色的文博出

圈案例中，令人眼前一亮的，不是技术本

身，而是技术与艺术、传统文化的融合创

新。这也提醒业界，创新不应仅想着吃技

术红利。 让文物活起来并不简单等同于

让文物动起来，只有形式不见内容，只有

技术不见文化，注定走不远。

大英博物馆两年前将中国明代山水

画《秋林读书图》立体化的尝试，在互联

网上流传甚广，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这段

短短两分钟的影片，通过3D技术将中国

画特有的“高远”“深远”“平远”变得真实

可感，平面的山水画卷瞬间有了纵深感，

不知不觉间， 观者已神游在古老的画中

世界。吴萌指出，这样的技术实现起来不

难，但将其移植到其他画作上并不容易。

这需要严谨的学术支撑， 用合理的想象

补全画面中太多纵深向的细节， 不可能

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批量复制”。

每一种“文物活起来”的爆款样本，都

有其独一无二的配方。 如何调配，需要沉

下心来揣摩。 在业内看来，只有深刻理解

文物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

理念，才能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把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

充分释放出来。艺术评论家陈履生特别提

出，对于现代技术的运用，需要注重其与

文物气质的相契，以确保跨界的品格。

对此，不妨将目光投向文博综艺《国

家宝藏》这一业内公认的范本。这是一档

充分调动现代舞美技术营造沉浸感的节

目，但其三季评分在“高位”逐季上升的

真正“秘方”，其实是针对每一件国宝、每

一座博物馆内涵的深度挖掘与个性策

划。例如在聚焦苏州博物馆的一期中，节

目组用颇具地方特色的苏州评弹作串

联， 背后的隐线则是尽显对于雅致生活

追求的“苏作”，令不少观众感叹由三件

国宝而读懂了一座城； 而在聚焦布达拉

宫的一期中， 与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同样

令人泪目的， 是一位为西藏教育倾注毕

生心血的“当代文成公主”的故事。 由此

可见， 最终让这档节目口碑与热度持续

在线的，是国宝的精神内核，技术不过是

恰到好处地为内容插上翱翔的翅膀。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王安忆长篇 《一把刀， 千

个字》 首发于 《收获》 杂志。

陈彦 “舞台三部曲 ”

之 《喜剧》 将推出单行本。

余华长篇小说 《文城 》

即将于 3 ?初上市。

梁晓声长篇小说 《我和

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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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唐 宫

夜宴 》 来到河

南博物院录制

现场版。

茛 “点 亮

莫高窟 ” 后用

户所获得的专

属福卡 ， 上面

的壁画色卡和

纹路是用 AI 技

术实现的。

茛文博综艺 《登场了！ 敦煌》 中， 动画特效片段

富有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