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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办“舞动十二小时”活动

舞蹈家“爱舞者”共享快乐

1 日晚，“三十年·四重奏
——新生代作家四人谈”活动
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园区国际
交流中心举行，活动由北京师
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

活动现场，毕飞宇、李洱、
东西、艾伟四位“新生代”代表
作家围绕“新生代”文学的创作
与批评，展开了精彩纷呈的探
讨，并与在场的珠海大学生就
文学创作的代际特征进行了诚
恳的交流。

中国当代文学“四重奏”

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张清华主持。他首
先阐述了自己对“三十年”和

“新生代”的理解：“三十年”

指的是“新生代”作家从上世
纪9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到现
在，刚好30年；“新生代”则相
当于后先锋文学或后先锋写
作。

张清华将毕飞宇、李洱、东
西、艾伟四位“新生代”作家比
喻为小提琴上的四根琴弦，认
为他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
始写作，引起文坛关注则是在
90年代，各具风格的他们在思
想上的交流、碰撞，为中国当代
文学贡献了大批优秀作品，构
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美妙和谐的

“四重奏”。
毕飞宇则在张清华“四重

奏”之说的基础上，对“三十年”
概念加以阐释。他提出，新时

期文学从1978年就已开始，一
批又一批作品呈现，出现了各
种文学思潮。到90年代，作家
们的写作还在延续，但评论家
对于作家群体的命名却中断。
故而“三十年”与“新生代”是对
他们这一作家群体很好的概
括。

既有历史，又有现实和自我

艾伟从出生年代的角度，
讲述了年代对于他写作的影
响。他认为，出生在60年代的
人有历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义
情怀。80年代的结束和90年
代的开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
分水岭，作家的写作从宏大的
理想主义倾向进入了有个人倾

向的碎片化写作。
东西则从文学群体命名的

角度，谈了他对于“新生代”作
家的看法。他表示，文学群体
的命名在先锋文学之后全部以

“70后”“80后”“90后”等年代
命名，但是以“新生代”作家命
名，让他们这些以前是“独奏”
的作家变成了“四重奏”，这样
的命名让他们将来有机会发出
更美妙的声音。

2019年以长篇小说《应物
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
李洱，从“新生代”作家经历的
不同历史年代，畅谈其对于创
作风格的看法。他认为，“新生
代”作家历经计划经济、市场经
济以及全球化时代，构成了特

有的写作风格，有别于虚构写
作、凌空蹈虚的先锋文学，“新
生代”作家的创作既有历史，又
有现实和自我。

将写作“秘笈”倾囊相授

之后，毕飞宇和艾伟从不
同年代价值和资源方面的差
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与现
场学生诚恳交流。毕飞宇在交
流中强调，同一个作家站在不
同的时间阶段对某个特定历史
时期的描写，并非重复写作，而
是深具价值。

东西以托尔斯泰的作品为
例，将先锋文学中的描写与托
尔斯泰笔下细腻的描写进行了
对比。

李洱着重讲述了时代的气
候对于写作的影响。

作家们的对话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使听众受益匪浅。
张清华代表主办方表示，接下
来会不断邀请“新生代”作家
来 珠 海 与 同 学 们 对 话 、交
流。“这些认真书写中国故事
的作家，认真践行党的文艺方
针和路线，多年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持用写作来关注中
国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时代的
进步，关注人民的生活、生存。
希望他们常来珠海，将写作‘秘
笈’倾囊相授给年轻一代写作
者。”

本报记者 宋雪梅

新生代作家四人谈活动现场。（从左至右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斗门水上婚
嫁习俗、虎山琵琶鸭美食……2日，“我爱
我的祖国”斗门区非遗瓷艺展在斗门区典
雅艺术馆展出，共展出斗门区非遗项目瓷
艺作品60件。将展至11月15日。

本次瓷艺展由斗门区文联、区文产办
指导，斗门区美术书法协会主办。展出的
瓷艺作品主题鲜明、形象生动；内容涉及
斗门水上婚嫁、装泥鱼、乾务飘色、白蕉海
鲈、佛家拳、客家竹板山歌、虎山琵琶鸭美
食等斗门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

斗门区有非遗项目29个，其中国家级
2个、省级6个、市级19个。本次瓷艺展
上，观众既能观赏到各种造型精美的瓷
器，又能近距离体验非遗项目的文化精
髓。

斗门区举办非遗瓷艺展

▶斗门区非遗瓷艺展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3日，“骰子的另一
面”珠澳文化艺术周活动在阅潮书店华发商都店
启动。当天下午，澳门大学葡语系主任姚风、澳门
新生代设计师刘欣珏以及澳门青年艺术家蔡国杰
来到阅潮书店华发商都店，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
谈，分享他们对澳门文化的认知，探讨珠澳两地文
化艺术的进一步合作发展。这三位跨界艺术家合
作的时尚面料设计展，也在现场展示。

曾任澳门文化局副局长的姚风对珠海书店的
文化氛围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虽然澳门与珠海
相邻相近，但文化交流并不充分，大家对澳门的印
象往往停留在博彩业和旅游业上，而忽略了其文化
底蕴深厚的一面，建议今后两地加强文化互动。

“希望从文化的角度，拉近珠澳两地的距离。”
阅潮书店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除邀请三位
澳门跨界艺术家携其时尚面料设计展做沙龙交流
外，还将举办“澳门轮廓”亲子互动艺术工作坊，邀
请市民参与，感受澳门文化。

据悉，本次活动是2019珠海国际设计周主活
动单元之一“设计之旅”的第一站。珠海国际设计
周是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珠海华发集团联合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香港设计总会、澳门设计
中心共同主办的设计盛会，旨在建立一个集交流、
推广、展示、教育于一体的平台，打造一批品牌项
目活动，带动珠海设计产业整体发展，提升城市的
国际影响力。

珠澳文化艺术周活动启动

澳门跨界艺术家
分享澳门文化

据新华社广州11月3日电 趁着作品中文版
首月发行量突破35万册的人气，日本作家新海诚
新作《天气之子》译者分享会2日在广州举行。

这部小说讲述了在阴雨连绵的东京，一对少
男与少女的成长故事，试图探讨纯真与世故、得
与失之间的冲突。“这部作品具有社会情怀，能够
回应读者关心的现实问题。”《天气之子》的中文
译者林青华在分享会上说，这部作品延续了新海
诚关于“爱”主题的诠释，构建了一个属于年轻人
的童话世界，“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相通之处，
中国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作品中的情感观念与
表达方式”。

据《天气之子》中文版小说出品方天闻角川介
绍，截至10月28日，中文版小说发行量已经突破
35万册，受到中国读者欢迎。

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已经三十余年的林青
华目睹了日本文学进入中国市场的历程。“中日两
国之间的文化渊源，日本作家屡出新作的活力，这
都是日本文学受到欢迎的原因。”他说。

日本小说《天气之子》
受中国读者欢迎

3日，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朱洁静在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给上海舞蹈学校的学生上课。

当日，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板块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舞动十二小时”特别活动。
众多海内外舞蹈家以明星公益课、大师工作坊、艺术讲
座、在线直播、剧场演出等方式与舞蹈爱好者互动，让

“爱舞者”共享舞蹈艺术带来的快乐与魅力。 新华社发

3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芳华剧院，西藏自治区藏剧团
的演员在表演藏戏《六弦情缘》。当日，藏戏《六弦情缘》
亮相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

新华社发

3日，观众在参观作品《鸟鸣钻石》。
当日，由清华大学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

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开
幕。本届展览集中呈现了世界各国融合艺术与科学的
前沿实践成果，探讨艺术与科学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
深度融合、创新协同，永续发展。 新华社发

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在京举行

藏戏《六弦情缘》亮相福州

历史历史、、现实现实、、自我自我，，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北师大珠海园区举办“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