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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如何
走到现当代，是个一直备受关注的
问题。1985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现代书法首展”，开启了中国现代
书法的转型，然而这些年的发展历
程中，虽然形成了不少流派和风格，
理论上也有过不少研究和论述，面
临的争议却始终不断——— 比如，“现
代书法”是“书法”还是“反书法”？

“现代书法”的疆界在哪里？“现代书
法”是否可以取代“传统书法”？

归根到底，传统书法无论概念
还是形式，在人们心中都太过根深
蒂固，这让它像是一个坚不可摧、无
法逾越的堡垒。但正因如此，现代书
法比水墨从传统到当代的转换更有
难度，也更值得探讨。

“现代书法首展”展出的书法作
品中，一大主要倾向是“少字数”以
及书画的结合，无论用笔、表现手法
还是创作思路、艺术风格，均有别于
传统书法观念之下的书法作品。它
们给予人们最大冲击的是观念的革
新，由此正式拉开中国现代书法的
序幕。上世纪90年代，一批解构传统
书法的现代书法出现，与此同时，以
不可识文字和书法元素为依托的抽
象派作品走向成熟，形成大胆的个
性化语言，可谓现代书法创作的主
流。时至今日，现代书法几乎已离开
原有的传统范式，并在语言结构上
力求现代化，在传统书法与现代书
法之间显示出创作上的多种可能
性。以前不久上海颇受关注的“水十
墨：在书写与抽象之间”展览来看，
今天的现代书法游走于书写和抽象
之间，仅保留了书法的书写特征，或
者是字的笔画顺序，或者是变形的
章法，在此基础上，有些作品偏于书
写，有些作品偏于抽象。这既是书法
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也是
站在艺术形态史的角度对这种书法
现象的重新分类。

现代书法虽然与书法发生着关
联，然而却是以“叛逆”的立场和方
法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书
法简直算得上“反书法”或者“破坏
书法”，就像当年杜尚把小便池搬到
展览上，以“反艺术”的方式来主张
艺术。由于现代书法的实验性以及
对于传统的解构，在一些人看来，现
代书法就等同于“胡写”“乱来”，不
遵循规则。这规则，是他们所认为的
汉字书写规则，如笔墨、书写性等。
对于现代书法作品，也有的观点认
为现代书法形式至上，是丑书。这些
其实都是对现代书法的误读，或者
说是没有把现代书法纳入到书法史
与书法理论发展的体系中去。

对于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的评
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现代书法
的理解，已经不能简单从它所书写
的字义去解读。现代书法非但不是
没有规则，反而同样遵守着某种规
则——— 现代书法承担着书法从认读
模式向空间构成的转换，通过打破
既有书写的模式，通过形式和观念
来创造空间和解构文本。评价和分
析现代书法，需要在现代性或当代
性的语境中来讨论。就好比抽象画，
如果明白了从塞尚到波洛克的现代
艺术发展史这条线索，或者读懂了
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分析和克莱
门特·格林伯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理
论，人们恐怕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随
意的胡涂乱抹。同样，如果理解了现
代书法必须遵循的种种原理，也就
不会误读现代书法。然而，需要警惕
的是，时下确实有太多的胡写乱来
都打着现代书法的旗号，混淆视听，
其实它们不过是伪现代书法。这多
少增加了现代书法的尴尬。

书法需要发展。现代书法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一部分人
的认同。如何使得作为一门学科、一
门艺术的书法不被弱化？如何在书
法史与书法式抽象表现主义背景下
超越书法？这正是现代书法家的起
点。明白这些所以然，现代书法才获
得其现代的特征。而我们在讨论现
代书法的时候，不但面对书法自身
的参照系，也面对现当代语境下对
于书法的审视。

文艺让“科学”成了时尚热词

□袁跃兴

继《朗读者》《中国诗词大
会》等文化类综艺节目受到好评
之后，一批科学类综艺节目出现
在电视上。央视推出三档科学类
节目，包括科学实验节目《加油，
向未来》、探索互动演讲节目《未
来架构师》、人工智能现象级节
目《机智过人》。湖南卫视推出原
创科技秀节目《我是未来》，深圳
卫视推出科普类喜剧节目《极客
智造》。这种文化、科技类节目的
集中绽放，不仅是文化类综艺节
目主题和形式的纵深发展，也给
陷入明星综艺疲软期的综艺市
场带来一股文化、理性和精神的
正能量，有文化评论说，因为综
艺节目，“科学”已成为时尚热
词……

央视的《加油，向未来》，去年
暑期档推出第一季就收获了8 . 9
的豆瓣评分。现在播出的第二季，
节目主题口号变成“加油向未来，
科学一起猜”，强化观众参与“猜”
的过程，把科学思维过程和科学
原理展现在观众面前，激发观众
对科学的好奇和探索精神。

《未来架构师》的呈现方式
以科学家现场演讲为主，邀请卡
比拉猜想证明者丘成桐先生、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教授等人演讲。观众不仅可以聆
听科学家有温度的演讲，还可以
和科学家互动交流，更通俗地理
解前沿现代科学。科学变得不再
高冷，科学不再遥不可及，而是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柯洁和Alpha Go围棋大战
失利，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
冰”创作诗歌，机器人不断具备
取代不同职业的能力，引发人们
对机器技术文明的关注，以至于
出现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
焦虑感。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科学
院联合主办的大型科学挑战类
节目《机智过人》，便聚焦于人工
智能领域这个科学热门，告诉观
众该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和它的
进一步普及。栏目组选取了近30
个人工智能领域最高等级的项
目接受人们的检验，并展开人和
人工智能的对抗活动，切身感受
人工智能对人类心智、精神和创
造能力的挑战……

从科幻大片到烧脑综艺，再
到不时登上新闻头条的高冷科
学进展，还有果壳网、赛先生等
一大批科技新媒体的启蒙，科学
动态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目
光，而眼下随口蹦出几句鲜为人
知的科技术语已经成为青少年
炫酷的新把戏，以至有人说，“再
不知道虫洞、引力波、阿法狗、暗

物质你就真的out了……”
“科学”一词，因为综艺节目

的传播，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热
词，这不禁让笔者想到刘慈欣、
郝景芳这两位科幻文学作家。他
们先后摘得“世界科幻协会”的
雨果奖，让沉寂多年的科幻文学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极大地
带动了国内科幻图书阅读热潮，
让中国科幻文学从小众文学走
进大众视野。这种科学阅读源于
人们科学素养的提高和科学精
神的需求，人们希望解读当下一
些科学现象，渴望获取科学知识，
获得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偏
听偏信，缺乏科学常识，这既暴
露了人性的弱点，也反映出科学
精神的薄弱。科学的智慧、科学
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去探求，祛
除我们心智的迷雾，去获得真
知、追随真理，并使我们的精神
变得勇敢，给我们以心灵慰藉。
科学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许多变革，而文艺不仅在这种影
响中紧紧跟随科学，还应深入到
对科学的探究中去，把科学当做
一个时代关注的题材来表现，并
通过鲜活生动的文艺形式，帮助
人们熟悉科学、传播科学知识，
让科学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不
再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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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村上春树和他的三个比喻

□钟倩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曾
在演讲中说过：“阅读一部小说
就是一场表演：文本就相当于是
一个音乐厅，而这些读者相当于
被邀请的音乐演奏者们。”那么，
小说的作者就是台上的指挥，有
驾驭大局的气象，还要拥有超凡
的能力。小说家是怎么炼成的
呢？“机缘巧合，偏巧有一点点写
小说的资质，又得到幸运眷顾，
再加上几分顽固，就这么作为一
介职业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答
案，很是让人回味。

今年，村上春树再次陪跑诺
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却从畅销
变成长销，这与他的创作成绩和
文学精神密不可分。日前，读他
的最新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
家》，这部历时六年完成的自传，
让我更对他敬佩万分。他用三个
比喻来阐述小说创作，生动形
象，又富有哲理。

第一个比喻，“小说这种体
裁就好比职业摔跤的擂台，不论
什么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
轻而易举地参与进来。”作为拥
有35年经历的资深擂主，在他眼
中，小说家这种职业最大的特点
是宽容，“或许与文学圈并非一
个你死我活的社会有关系，换句
话说，大抵不会因为一位新作家
登场，便导致一位在台上多年的
作家失业。这一点与职业体育的
世界截然不同。”反过来，新人作
品畅销，或能带动小说圈整体呈
现勃勃生机，滋润整个行业。有
目共睹的是，小说不是追求“又
快又多又好”的营生，需要低速
挡缓慢前行，无比耗时费工，无
比琐碎郁闷——— 因此，积累最关
键。超过十来年，就必须有更加
深厚、历久弥新的资质来取代聪
慧的头脑，他称之为“小说家的
保质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不
断进阶的过程，从“剃刀的锋利”
转化成“砍刀的锋利”，再升级为

“斧头的锋利”，唯有这样，才能
淬炼成才。

成为小说家看似门槛较低，

实则拥有严苛的淘汰机制：“尽
管小说家没有名额限制，书店里
的空间却是有限的。”言外之意，
买单权在读者手中，作品能否流
芳百世才是王道，这也是人文价
值和思想内涵的淋漓体现。

刚写小说那会儿，村上春树
开了一小店，过着节俭的斯巴达
式生活，甚至上演路上捡钱还贷
的事件，冬天没有暖气，贴着猫
咪而眠。而神宫球场观看棒球比
赛时的刹那灵感，使他开启小说
创作征程。从未经过写不出小说
的低谷时期，从不接受约稿写
作，从来不为截稿期疲于奔命，
这是村上春树的创作心经：“在
想写的时候，以想写的方式，写下
想写的东西。”写小说，要善于备
料，更要懂得养护，最好的发酵剂
就是时间。而所花费的时间的品
质，很难用语言表述，却是有区别
的。村上春树的第二个比喻就是
温泉里的热水和自家浴缸里的
热水。泡在温泉里，哪怕水温低，
暖意也会慢慢地沁人心脾，出浴
后也不会突然冷下来，而家庭浴
缸就不同了，一旦出浴身体立马
就会冷下来。这个比喻十分巧妙，
使人充分认识到“凭时间赢来的
东西，时间肯定会为之作证”。

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要有
耐久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村
上春树对作品的锤炼敲打，完
成后修改，首先是“拧”，哪些部

分的螺丝需要牢牢拧紧，哪些
需要适当松弛也很重要；然后
请爱人通读原稿，“她的意见对
我而言就像音乐的基准音”，再
请朋友阅读提意见，总之修改
是没有止境的，“在初稿阶段就
修改过无数次，交付出版社出
校样后，还会一次又一次索要
校样，惹得人家心烦，将校样修
改得黑黢黢一片寄回去，然后
把新送来的校样又改成黑黢黢
一片……如此反反复复。”

当然，对小说家而言，阅读
是至关重要的精神生活。村上春
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阅读与
跑步，“这对我的人生而言，是无
论如何非做不可的事”。他上了
七年大学，兴趣却都用在阅读
上，“我就像握着铁锹往熊熊燃
烧的炭窑里乱铲乱投一般，一本
又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过各种类
型的书”。相比之下，一些年号和
英语单词机械地塞进脑袋里，不
分条理、死记硬背下来的技术性
知识，会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
凋谢飘零，被像知识的坟场一样
的幽暗之地一一吞噬，不知所
终。在此，他运用第三个比喻，

“这就是即时见效与非即时见
效，打个比方，就像烧水用的小
铁壶与大铁壶的差别。小铁壶能
很快把水烧开，非常方便，但马
上就会冷掉。而大铁壶虽然得多
花点时间把水烧开，可一旦烧开
了，就不那么容易变凉”。某种意
义上说，阅读就是大铁壶烧水，
时间长点，但能够恒温、受益。

如果说阅读是支撑他创作
的左轮，那么健身运动就是那个
右轮。“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
就算完蛋了。”我想，赘肉还暗喻
着创造力的衰减以及心智的退
化，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游
泳、跑步、铁人三项，日复一日地
锻炼，是村上春树创作的利器，
也是迎战人生的秘籍——— 积极
地选择磨难，就是将人生的主动
权握在自己手中。所谓磨难，并
非只是不幸，还有人人都要直面
的孤独与虚无。当小说成为他的
坚定信仰，他也就不战而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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