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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多
伦多当地时间9月7日，导演宁浩携
主演周冬雨和马苏出席电影《心花
路放》多伦多电影节媒体发布会。
宁浩表示，《心花路放》依旧选择了
公路片形式，并加入了不少荒诞情
节，“如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
化的过程之中，有很多方面都可以
找到荒诞的主题。”

发布会前，多伦多电影节专门
为《心花路放》举行了国际媒体和
电影工业界的专场展映，几百位来
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观看了宁浩导
演的新作。虽然观众的文化背景多
元，但这部黄渤和徐峥主演的反映
中国都市人情感和婚恋现状的喜
剧，仍然不断引发笑声。影片刚开
始，黄渤前妻要求放弃财产的段
落，引发了观众的第一轮笑声。此
后，整场笑声不断。在宁浩戏谑“阿
凡达女郎”的段落时，更是因为与
卡梅隆的《阿凡达》的文化关联，引
起观众会意一笑。

“宁浩式喜剧”

反映变化的中国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中秋
期间，CCTV6电影频道推出第32届百
花奖的推广微电影，本届百花奖的

“推广先锋”邓超，与白眉工作室诸多
演员以及近千名兰州当地的市民，一
起玩了一把千人快闪。

《分手大师》成为暑期档国产票
房冠军，而邓超自创的“波比舞”也火
了。此次他带着《分手大师》剧组成员
来到兰州，与兰州市民一起跳起“快
闪版波比舞”。

据悉，这部推广微电影大约时长
四分钟，共有近千名市民作为群众演
员参与录制。为了更好地体现本届百
花奖举办地兰州的城市风貌，邓超及
白眉工作室首次将风靡全球的“彩色
跑”(Color Run)与之前的“波比舞”相
结合，设计出一支独一无二，只属于
第32届百花奖的快闪舞。据悉，此次
在电影频道播出的是百花奖推广微
电影的精编版，整部微电影会在9月
27日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上与观众见面。

邓超率千人热舞

贺中秋

中秋吟诗赏月，曾
是中国文人欢度中秋佳
节的重要形式，在近年
来人们感叹中秋已无诗
意的时候，四川大学教
授周啸天近日凭借《将
进茶——— 周啸天诗词
选》，成为第一个以传统
诗词获得鲁奖诗歌奖的
诗人。同时，传统诗歌这
次获得中国最重要的文
学奖项之一鲁奖，也伴
随着争议，“雷人”、“顺
口溜”、“鲁奖丑闻”之声
不绝于耳。

本报记者 倪自放

鲁奖，即鲁迅文学奖，是
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奖项
之一，周啸天的《将进茶———
周啸天诗词选》获得本届鲁奖
诗歌奖，引来针锋相对的两种
观点，漫画家、作家魏克称之
为“鲁迅文学奖丑闻”，而鲁奖
评委之一著名作家王蒙，则以

《读来甚觉畅快》一文高度评
价《将进茶》。

争议的焦点，除了怀疑是
否有“拉关系”、“跑奖”，主要在
周啸天的古体“新闻诗”水平如
何。在诗歌朦胧了很多年又逐
渐沉沦的今天，这种以“大白
话”形式出现的“古体诗”作品，
究竟是诗歌回归“现实主义”还
是沦为“口水化”，的确是一个
耐人寻味的文化话题。

对于此次争议，山东大学

教授、文学评论家耿建华表
示，目前大众知道的周啸天的
诗歌并不全面，就其诗歌本身
进行评价不太客观，“但旧体
诗回归主流，显示了这一题材
的方兴未艾，这显然是国学复
兴的表现之一。”耿建华介绍，
这是鲁奖第一次将诗歌奖项
授予古体诗，是古体诗地位上
升的表现，“古体诗几十年来
一直存在着，但在我们的新文
学体系里，古体诗长期未被纳
入，古体诗被纳入新文学体系
也没有多长时间。”

耿建华说，古体诗获鲁
奖，可以看作是古体诗的复
兴，并且古体诗现在已经能够
与新诗分庭抗礼了，“一个非
常明显的表现是，在诗歌杂志
方面，刊登古体诗较多的《中

华诗词》的发行量，已经超过
主要刊发新诗的《诗刊》。”

对于“古体诗复兴”这一
说法，山东诗人逄金一表示自
己没有这么乐观，“新文学运
动以来，古体诗的写作群体确
实一直存在，并且这个群体不
算小，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老
知识分子等，是古体诗的作
者。古体诗目前是诗歌流派里
的一个分支，或者说重要分
支，并非主流。”逄金一说，实
际上目前中国的诗歌没有一
种流派能够形成主流，“中国
诗歌界，在朦胧诗之后，有风
行一时的诗人，但没有大的潮
流，只有众声喧哗，没有形成
众腾奔流。我更愿意把古体诗
此次获鲁奖看作中国诗歌界
的一个小小涟漪。”

国学复兴还是小小涟漪

周啸天的《将进茶——— 周
啸天诗词选》获得本届鲁奖诗
歌奖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
其为公众所知的部分诗歌“像
打油诗”。比如其写《超级女
声》，“今宵荧幕富星光，五省共
追超女狂。歌曲一朝惊屈贾，粉
丝十万下江湘……”比如其在
一首名为《月亮最爱小朋友》的
诗歌里写道，“爷立儿走月即
走，儿立爷走月不走。儿太聪明
爷太痴，月亮最爱小朋友。”

普通读者对于周啸天的
这些诗歌吐槽之声很多，大多
数观点认为周啸天的诗太过
直白浅显，缺乏古体诗应有的
含蓄优美，甚至直呼“打油诗
获奖，鲁迅奖气死鲁迅”。

山东大学教授、文学评论
家耿建华表示，自己见到的周
啸天的诗歌不多，无法全面评
价其诗歌，就目前广为流传的
被读者熟知的这部分诗歌看，
确实“太水了”，耿建华说：“现

在诗歌流行口语化、日常生活
化，这本身没有错，用古体诗反
映新生活、新事物，也是非常好
的尝试，应该鼓励。但口语化不
等于口水化，日常生活化不等
于要让诗歌代替叙事文学，一
个作品是不是诗歌，关键在于
它是否有优美的意象和强烈的
情感。白居易的许多诗歌就非
常口语化，但意象优美，情感强
烈，谁能说白居易的口语化诗
歌不是好诗歌呢？”

还能不能愉快地写诗了

此次鲁奖诗歌奖的争议，
显示一直平静的诗歌界已经
很少被人关注了。对此，山东
诗人逄金一评价说：“鲁奖诗
歌争议，这个话题本身很具新
闻性，这也是这个事情在网络
上和平面媒体引起争论的原
因之一。但是新闻性与诗性常
常是背离的，整体上讲，诗歌
还处于沉沦期。”

山东诗人魏新也承认，现
在诗歌处于休眠期或者沉沦
期，“我还在坚持写诗，但写的
很少。”

逄金一认为，古体诗讲究
意境，古人所处的田园环境，
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法提供，目
前，诗歌复兴的文学条件和社
会条件都不具备，“城市的快
节奏生活，更依赖于能够快速
提供愉悦、快感的段子，优雅
的诗歌在段子面前，显得有点
力不从心，诗歌好像成了城市
生活的累赘。”逄金一说，也许
诗人未来在城市生活中能够
寻找到诗歌的意境，“我也在
寻找，目前还没有找到。”

旧体诗回归

口水化争议

意境的缺失

诗歌成了

生活的累赘

周啸天获鲁奖引发冷思考：

段段子子能能否否杀杀死死
优优雅雅的的诗诗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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