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小娟以 “炎帝的三个女儿” 神话故事为主题创作的连环画作品之一。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五10 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李婷

“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突破口”
作家鲁敏推出新长篇小说《奔月》

本报讯 （记者陈熙涵） 距上一本

长篇小说 《六人晚餐》 出版五年后， 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 作家鲁敏日前出版了

长篇新作 《奔月》。
据作者透露， 五年时间对写作这个

行当来说不算长， 但对她个人来说却很

长。 对于自己的新长篇， 她曾为之纠结

犹豫了一年多 ， 最后还是选择 了 《奔

月 》 。 从 2014 年 7 月 写 到 2016 年 10
月， 其间改了六遍之多， 最后一稿上甚

至标注着 “一直改到印刷之前”， 足可

见作者对写作较真的劲儿。
18 岁在邮局工作的鲁敏， 20 岁那

年在柜台碰到了来买邮票的作家苏童。
这个命运的小暗示， 冥冥中透露着她和

文学的瓜葛。 25 岁的一天 ， 快要下班

的她站在位于 30 层的办公室窗前， 看

着地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全都方向坚定、
脚步匆忙， 每个人都有一团影子一样的

秘密和深锁的内心 。 “这一下 击 中 了

我。 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

突破口， 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 这就

需要一个合适的工具， 而我所能想到的

工具就是———小说。”
鲁敏多次说到这个黄昏。 “小说，

如闪电来袭、 如惊雷响起， 我找到了走

出窄门 、 通往外部的途径 。 坐 到 电 脑

前， 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
时至今日 ， 鲁敏已出版了 19 部 作 品 ，
斩获包括鲁迅文学奖、 人民文学奖等文

学奖项。 《奔月》 一书依旧沿袭了她对

人性的关注， 这一次探讨了人们逃离庸

常的渴望和对自我身份的困惑。
《奔月》 的故事从一辆开往梵乐山

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 小六在这场

事故中消失了，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

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 丈夫贺西南不愿

相信她已死， 开始寻找她的下落， 却渐

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

羁的多重面目。 与此同时， 小六以无名

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 开始

了异境里的新生活……故事就在这两个

时空交替上演。
《奔月》 里逃离与寻找的主题是鲁

敏长期无法摆脱的思索产物。 “逃离”
这个主题乍看并不新鲜， 中外文学和影

视中均有过呈现 ， 但从心理学 角 度 而

言， 生活中总在上演各种 “类逃离 “的
行为 ， 比如在剧场看戏 、 水底 深 潜 运

动、 跳槽、 离婚、 搬家、 移民等等。 鲁

敏认为， 这恰恰证明： 这是一种普通存

在于人性深处的困厄与执迷， 值得反复

追索 、 反复书写的现代性母题 。 《奔

月》 的内核看似现代主义， 但主人公的

设置更为日常， 甚至就是我们身边的普

通女人与男人， 就是大街上那些远远望

去的无数面孔之一。 有评论认为， 在写

作中， 越是熟悉的生活越难构成小说，
而鲁敏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她正面书写生

活， 却能从平凡面孔下挖掘和构建一个

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幽微生活。 《奔月》
便体现了不动声色的暗流涌动。

让创世神话的精神力量回归社会生活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主题创作成果展融合多种艺术形式

“从前 ，在盘古族有 个 阿 哥 和 阿

妹，洪水一到，所有村庄都淹掉了，正

好有个仙人送了颗葫芦种子……”上

海市文联文艺会堂一楼 的 文 艺 沙 龙

内，故事家陈睿祺用沪语风趣幽默地

讲述着神话故事《女娲造人》，引得现

场观众笑声不断。 一旁的展厅内，上

海文艺界美术 、书法 、篆刻等一批最

新作品正在展出 ，无声诠释着 “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创世精神。
昨 天 ，“开 天 辟 地———中 华 创 世

神话”主题创作成果展在市文联拉开

大幕。 该展融合展览、演艺、诗词等多

种形式，集中展示沪上中华创世神话

主题创作最新成果，引发市民的广泛

关注。 此前， “开天辟地———中华创

世神话” 文艺创作和文化传播工程，
于今年 7 月 25 日推出首个创作成果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连环

画 ，获得广泛好评 ，激发了上海广大

文艺家的创作热情。 越来越多的创作

者加入创作队伍 ， 大家 名 家 一 展 身

手 ，青年新秀激情迸发 ，一批文艺作

品孕育而生。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

展览除了有连环画作品外，集中了书

法、篆刻、刻字、诗词、戏剧、民间文艺

等各艺术门类的最新创作成果，他们

用各自的艺术语言梳理 中 华 文 明 的

创世起源。
“嗟我华夏 ，创世维 艰 。 鸿 蒙 初

辟，甘苦备兼……”步入文艺会堂，气

势磅礴的《开天辟地赋》扑面而来。 上海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的这篇赋文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寄托了上海文艺家

对“国运之无疆，神州之重光”的满满信

心和深切热情。
展厅内，“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愚

公移山”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创世神

话故事， 以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呈现在了

公众面前。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

展览主题，包含一件篆刻印章、一件刻字

作品、一幅大字作品、一幅格律诗书法作

品以及四幅具有故事性的连环画作品。
其中， 市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韩天衡为

《愚公移山》创作的篆刻作品构思颇为巧

妙，印章以“山”字的字形为基础，其余三

个字安放在“山”里面，十分生动形象，正
好契合了愚公想要把山移走的故 事 精

髓。“让我们的文化基因变成我们的思维

密码，这是我们创作的初衷。 ”市文联主

席施大畏说。
同一主题， 孩子与大师作品同台展

示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特色。 展览特设

“孩子心目中的神话故事”优秀青少年书

画作品展示部分， 展现了小作者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参展者

中，年纪最大的 90 多岁，最小的只有 9
岁。 诗书画印剧，老中青少幼，不同的形

式，不同的年龄段，在这一主题上达到高度

融合。”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还告诉记者，
创世神话决定了中国文史哲发展方向，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 它的精彩内容和精

神力量应该走出文艺界的小圈子， 回归到

全社会的大生活。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读懂读透展览，拉

近市民与中华创世神话的距离， 展览还增

设了“导赏”和“互动”环节，让美术、书法的

创作者与市民面对面交流。 民俗专家

也通过讲故事、开设讲座和展示面塑、
农民画等民俗作品的方式， 为市民解

读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内涵。
据透露，在市文联的展出后，本次

创作成果展还将 输 送 到 社 会 基 层 展

示，并将组织艺术家深入基层导读、导
赏、互动，吸引更多的文艺爱好者和普

通市民的投入与参与。

文化 广告

“沪剧回娘家”珍贵老照片展出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日前， 《不

忘初心 回馈百姓———上海沪剧艺术节

的前世今生》 新书签赠活动暨上海沪剧

院经典剧目主题图片展在文艺 会 堂 举

行 ， 33 位 老 中 青 沪 剧 演 员 汇 聚 一 堂 。
活动一大早， 剧迷从各区赶来， 文艺会

堂人潮涌动， 让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激动感慨： “沪剧粉丝好给力！”
《不忘初心 回馈百姓———上海沪

剧艺术节的前世今生》 一书用文字和图

片展现沪剧 “扎根基层， 服务百姓” 的

历史瞬间： 既有 “沪剧回娘家” 活动中

老一辈艺术家深入工厂、 田间的珍贵照

片， 也有 2015 年起连续三届上海沪剧

艺术节上精彩演出、 演员慰问敬老院、

普通家庭的暖心画面。 此外， 书中还将

第三届上海沪剧艺术节闭幕式等现场视

频内容， 以二维码的形式附赠给读者。
只要扫一扫， 就能随时在手机上收听收

看 。 谈到为何以书和展览形式 呈 现 沪

剧 ， 茅善玉说 ： “老照片在仓库 里 放

着， 是死的， 如今编成书、 做成展览，
走向老百姓， 才真正活了。”

沪剧人的创 意 赢 得 观 众 的 热 情 回

应。 此前通过 “沪剧之家” 微信公众号

报名参与的市民就达到 300 位， 有的老

戏迷满场挨个请演员签名。 据悉， 明年

第四届沪剧艺术节还将进一步 扩 大 范

围， 策划 “全球上海人回家， 哼两句乡

音故事”， 让紫竹调传播更远。

多彩贵州文化惊艳亮相申城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贵州文化周昨启幕

本报讯 （记
者徐璐明） 昨晚，
由 贵 州 省 歌 舞 剧

院 出 品 的 大 型 歌

舞诗 《多彩和鸣》
亮相上海大剧院，
为 本 届 中 国 上 海

国际艺术节贵州文化周揭幕。 昨起至

11 月 13 日，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和

鸣》、 花灯戏 《月照枫林渡》、“多彩和

鸣———大山的节日” 美术作品展将在

艺术节一一亮相， 全方位展现贵州多

彩和谐的民族文化以及独具魅力的非

遗资源。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腹地， 自然生

态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交相

辉映， 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多

样性最为凸显的地区之一。 《多彩和

鸣 》歌舞诗通过对贵州苗 、布依 、水 、
侗、 彝五大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精选

与打磨，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 其中，布
依族歌曲《妈妈歌》由布依族独具特色

的民间乐器勒尤伴奏。 布依族勒尤是

一种木制的双簧直吹乐器， 已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中，
勒尤声与吱吱嘎嘎的纺车声交织下，
阿妈对着女儿悠然唱起《妈妈歌》，歌

声里有对爱人的思念，也有对晚辈的

教诲。 而歌曲《阿买垦》则是流传在贵

州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彝族哭嫁歌，
由数首民歌组成， 融合在彝家的婚俗

里，婉转曲折、十分动听。
贵州文化周期间，传统花灯戏《月

照枫林渡》 讲述两家酒坊从竞争到联

合经营的故事， 将贵州浓厚的酒文化

融入故事背景中， 充满了贵州地域文

化特色。 作为国家非遗贵州花灯戏保

护传承单位的代表剧目 ，《月 照 枫 林

渡》展示贵州花灯戏当代水准，曾获得

包括文华剧目奖、 中国艺术节优秀表

演奖等多项大奖。此外，“多彩和鸣·大

山的节日” 美术作品展也于昨天在中

华艺术宫举行，展出国画、油画、版画

等 70 余件作品，多方位呈现贵州少数

民族异彩纷呈的节日氛围。

画笔定格放飞“中国梦”的热土
“美丽家园———亦师亦友第七届海上画家联展”昨举行

本报讯 （记者范昕） 作为第 19 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展项目的 “美丽

家 园———亦 师 亦 友 第 七 届 海 上 画 家 联

展”， 昨起于上海图书馆举办。 此次共

带来近百幅油画作品参展的 48 位上海

老、 中、 青三代艺术家， 大多有着留学

或旅居海外的经历。 他们用画笔定格魂

牵梦萦的故乡 、 放飞 “中国梦 ” 的 热

土， 围绕 “美丽家园” 主题进行视觉艺

术新探。
艺术家们的笔下， 不仅有希望的田

野 、 怀旧的老槐树和挟裹着乡 情 的 小

溪、 白云， 还有日新月异的城市、 繁忙

的轨道交通和充满创新活力的互联网。

上海这座有温度的城市为艺术家提供

了不竭的创作源泉。 无论画的是祖国

的田园风光还是城市变迁， 力透纸背

的都是创作者们的家国情怀、 乡愁乡

恋。 展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等联合

主办。

冯远以 “开天辟地” 神话故事为主题创作的连环画作品之一。

《多彩和鸣》歌舞诗以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乐，展现多彩贵州的民族文化及独具魅力的非遗资源。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