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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由第 十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山东省筹委会宣传活动
部等单位筹备和主办的

“中国皇家顶级历代书画
珍藏品艺术展”6日在山东
大厦开幕。

据记者了解，此次展览
展出了目前珍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
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吉林
省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
馆的近百幅珍藏画品的
高仿艺术品，特别是重点
展出三卷不同版本的《清
明上河图》、极富传奇色彩
的《富春山居图》、传世名作

《姑苏繁华图》等十件传世
名画。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记者从济南市文联获悉，
济南市第二届“民俗大拜
年”活动7日起在济南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部
分民间艺人将现场献艺。

此次活动分为民俗演
出和民俗工艺品展览两部
分。共有来自济南市及省内
外的30多位民俗艺人和民
间工艺大师携精品参展，有
泥人、面塑、剪纸、中国结、
潍坊年画、中国套娃、核雕
等，赵玉兰、董凤歧、栾月
英、于春明、单孟渤等知名
民间艺人将进行现场表演。
刚获得中国民协“山花奖”
的潍坊年画传承人张运祥
也赶来参会。济南部分民间
扮玩演出队伍则在会场前
广场进行表演比赛。

本届民俗大拜年活动
还将在现场邀请市民投票
评选出“我最喜爱的民间工
艺精品”和“我最喜爱的民
间工艺大师”。

本报讯 近日，一位叫
“麦田”的网友发表文章质
疑韩寒，称其文章都是由万
榕书业创始人路金波代笔，
韩寒是由路包装出来的产
物。日前，记者联系到路金
波，他表示，这名网友的质
疑完全是空穴来风。

关于韩寒是否背负百
万房贷，路金波告诉记者这
确实是事实，他给自己和父
母都买了房。“韩寒是一个并
不看重钱的人，一年赚了几
百万，还要买两三辆新车，除
此之外，生活中的花费也大
手大脚的，还要经常借给朋
友。”路金波说，虽然开微博
的邀约高达千万，但韩寒认
为140个字不能将意思表达
清楚，其次，韩寒不擅长人
际关系，不知道该关注哪个
朋友，害怕别人计较这些。

(成商)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由郭
德纲弟子“小岳岳”岳云鹏主演的
拜年喜剧《就是闹着玩的》，将于1
月23日(大年初一)公映。1月5日，
该片在济南提前举行看片会，该片
导演卢卫国在接受采访时称，《就
是闹着玩的》里农民办“村晚”是对
抗央视春晚，并称贺岁档的《金陵
十三钗》《龙门飞甲》不给力。

电影《就是闹着玩的》讲述了
农民办“村晚”的故事。农民有才哥
为了实现兄弟宝强上春晚的梦想，

自办了一台农村“村晚”。电影中，
导演不失时机地讽刺了一把央视
春晚，“我们有一个桥段，就是拉赞
助，片中的‘首届农民村晚’也吸引
了众多企业和赞助商，让整台晚会
不伦不类。我们就想借此讽刺某些
晚会商业味太浓，反而使本来的艺
术沦为了陪衬。”除了这些小讽刺
桥段，这台“村晚”还让曲艺、杂技、
魔术各类艺术混搭，闹剧、笑料、包
袱让人应接不暇。

在《就是闹着玩的》中，导演邀

请到以德云社演员为主体的众多
曲艺界明星。德云社最具号召力的
新台柱岳云鹏首次“触电”，在电影
里扮演一位渴望上春晚的打工青
年宝强。岳云鹏在片中又是扮蜘蛛
侠，又是演唱“希望的田野”，“贱
贱”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与此同时，郭德纲的搭档于谦
在片中扮演副乡长，冯巩高徒贾玲扮
演了一个烤羊肉串的老板娘。实力演
员李易祥、曹随风、于根艺等人在片
中的表演，也令电影笑点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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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给其当“枪手”

陈晓明：网络文学将融于传统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网络文学

不可能脱离传统的规范

齐鲁晚报：传统媒体是否
应该积极介入网络文学？

陈晓明：其实现代媒体都
是从传统媒体过渡而来的，文
学也是。现在是传统文学到网
络文学的过渡时期，网络文学
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学的标
准和规范。在现阶段，网络文学
要建立属于自身的纯粹价值规
范很困难，它在表述方式、价值
准则上不能完全独立。传统媒
体介入网络文学，这很正常，完
全没有问题。

齐鲁晚报：您对网络文学
的关注挺多，如何评价网络文
学的质量？

陈晓明：网络文学的表现
形式更加多样化，而内在的东
西会略有欠缺。有些作品对哲
学的、人性的、灵魂的挖掘不够
深刻和有力。整体上，网络文学
作品很自由也很灵活，但是缺
少固有的东西，它的基根不清
晰。网络文学作品多追求娱乐
化效果和阅读的快感，从感性、
想象的层面去跟读者搏击。其
实这不完全是网络文学的特
性，在今天所有的艺术门类都
不太追求内在的质地，而更加
注重外在感情的表达，与读者
互动的是具备快感和感性的东
西。

网络作家

会逐渐靠近传统文学

齐鲁晚报：相对于传统作
家来说，网络培养起来的作家
有何特点呢？

陈晓明：相对于传统媒体，
网络带给写作者更多参与的自
由和方便。一个写作者要想在
传统媒体上成为作家会有很多
阻碍，而被肯定就更难。相对来
说，传统刊物培养的作家比较
严格，作家也相对严肃。网络让
人放松，网络写作者也多，网络
文学非常旺盛。这是历史的潮
流，这个时代任何人都拥有文
化领域的表述权和发展权，网
络写作者就以网络形式表现出
来。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作家

的存在是“神化”的，那是“神”
的文学，读者看每一位作家的
眼神都是顶礼膜拜的。而网络
文学的特征是民主和参与，网
络写作者不会神圣化，不能高
于它的读者群太多。托尔斯泰
时期的文学是极少数人的文学
时代，网络文学是大众化的文
学时代，这就是不同。

齐鲁晚报：但是，自由写作
却带来了类型化、雷同化的写
作，您看好网络写手的未来吗？

陈晓明：岁月磨砺作家。我
相信网络文学写作者的肤浅、
缺乏内涵是阶段性的，随着他
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创作会
逐渐靠近传统文学。

对抗网络文学

是没有意义的

齐鲁晚报：有传统作家或评论
家对网络文学持不认可的态度，甚
至有人称其 99% 都是垃圾，您如何
看待这个观点？

陈晓明：传统文学群体对网络
文学的对抗和贬斥是没有意义的。
虽说有些作品的质量不好，但它们
不代表整个网络文学。即便是托尔
斯泰时期的文学也是泥沙俱下的，
但是留下来的全部是经典，也不能
用这10%的经典去贬低那90%的作
品。任何时代都一样，文化的存在
不能全部是经典，它有自身像金字
塔一样的建构，如果没有金字塔的
基座怎么会有塔尖？

不可能所有的文化都是精品，
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参与到文化
当中，不能揪住他们所谓的“垃圾”
不放，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常识去说
话。文学不是孤岛，而是一个整体
的生态。

齐鲁晚报：有评论家称，传统
文学作家对网络文学的抵抗是出
于利益的需求。您认可吗？

陈晓明：传统的评论家对网络

文学还是知道得太少，每年国内外
传统文学领域要出版至少几千部
小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很
多评论家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很多
人认为网络文学创作很旺盛，其实
传统文学的创作也很旺盛。传统领
域对网络文学的不认可不见得是
利益的原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
流去”，任何作家都不能抗拒时代
潮流。据我所知很多传统作家对网
络文学都很宽容，很喜欢，更有不
少作家是网络上出来的。

齐鲁晚报：那这么说，传统文
学是网络文学的母体。

陈晓明：可以说传统文学就是
网络文学的母体。现在的年轻人热
衷写网络上流行的题材，以穿越、
魔幻等为主，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
分不开，他们是在流行文化的环境
中长大，自然而然刻有流行文化的
烙印。但是，只要我们的传统教育、
经典教育不缺失，就可以说网络文
学创作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化，在
未来，网络文学会与传统文学融
合。

8日，由山东文学、齐鲁晚报、网易主办，滨州

市油区工作办公室协办的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

奖赛将在济南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6日，大赛的

终评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陈晓

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解读网络文学创作现

状。陈晓明称，文学界应该对网络文学抱有宽容

的态度，对网络文学任何形式的对抗都是没有意

义的。在未来，网络文学创作必将与传统文学融

合在一起。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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