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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华章

哪些当代文学作品
可以列入经典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从
1949年计起，已走过了近70年
的历程，但奇怪的是谈到中国
现当代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经
典作家作品，作家、评论家、读
者似乎无甚争议，鲁郭茅巴老
曹等一代作家的经典地位几十
年前早已确立，但谈到当代文
学，是否可作经典化命名，哪些
作家作品可列入经典，似乎仍
是一个断不清的公案。

对此，有些评论家认为，中
国当代文学近70年的发展，已
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
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
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安徒
生文学奖等标志性事件，足以
证明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
坛的重要一员，对当代文学作
经典化总结已经是势所必然。

较早关注当代文学经典化
问题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
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认
为，文学的经典化时刻都在进
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
与和实践，“它不是由一个权威
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
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作为一
个文学研究者，参与对当代文
学经典的筛选和确立，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他专
门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文
学经典丛书，“理直气壮”地把
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
进行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
国文学经典化过程。”

也有些评论家认为，对
当代文学作经典化命名为时
尚早，因为经典化是一个需
要时间检验和累积的过程，
是不断筛选、淘洗的过程，当
代文学的经典化还需要经过
漫长的发展。

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
学教授孟繁华认为，就古代文
学而言，从《诗经》开始，先秦散
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
白话小说，何谓经典，“我们自
己说了算”，但是就当代文学谈
经典，语境有了新的变化，不仅
由国人指认，同时国际化语境
已经进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
典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刘悦笛则强调，经典
的确定，不仅要留待后来人，更
要依赖一个共同体，因为确定
经典是一个将来完成时的过
程，而且不是由一个人“盖棺论
定”，哪怕是最重要的文学权
威，而是一群人，包括作家、批
评家、文学编辑，还有文学组织
机构、高校中文研究机构、出版
机构等合力协作的结果。

经典是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之作

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所以对当代文学经典化
这一问题的争议本身是一件好
事。争议往往无对错，而只有角
度的不同，最后经常是殊途同
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类争
议一定会对当代作家的写作产
生重要影响，因为就作家而言，
能否成为经典，唯一的途径是

靠作品说话，作家最应
该着力的还是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
作，方有成为经典之
可能。

有趣的是，文学
创作和读者关注之
间往往存在一个悖
论，文学创作是一件
呕心沥血、必须耐得
住孤独和寂寞的事，
无“十年磨一剑”之
恒心，难有精品力作
问世，这是一个远离
众人的过程，先有了
这种远离，才有可能
获得众人的认可，最终
实现和众人握手的接近；
而如果一个创作者老是往人
群里凑热闹，比如一个诗人
作家老是热衷于在各类公众
场合亮相，急于“贩卖”自己
的诗歌、小说、散文等，这种
刻意的表面的接近最终换来
的往往是作品的浮躁。

这一远离和接近的悖论
可以提醒创作者的是，要想
让自己的作品像古典诗词在

《中国诗词大会》上一样受到
热烈追捧，必先要做好坐冷
板凳，甚至长期坐冷板凳的
心理准备。就诗人作家而言，
如 果 不 利 于 当 下 的 潜 心 创
作，一些热闹不凑也罢。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批
人文综艺节目在荧屏走红，从

《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
再到《朗读者》，一批与传统的
娱乐综艺节目风格完全不同的
人文综艺，成为荧屏的清流，让
许多已经好久不看电视的观
众，重新坐到了电视机前。

其实这不是人文类综艺节
目第一次受到青睐。在过去的
几年间，虽然选秀类综艺节目
仍然占据优势，但人文类综艺
一直存在着，如浙江卫视的《中
华好故事》，以中华传统故事为
主要内容，用知识竞赛、故事演

绎、名人出题、知名校友助阵等
方式，普及中华传统故事相关
知识。浙江卫视的《原来是这
样》，用轻松幽默的现代戏和严
谨写实的历史故事向观众展示
国学历史趣味知识。同时，河北
卫视也推出以讲解古诗词为主
的《中华好诗词》，陕西卫视推
出《唐诗风云会》等。这些人文
类综艺节目内容也非常出彩，
只不过在选秀类综艺节目为主
的荧屏，这些人文类综艺节目
并没有“大红大紫”。

从《中国诗词大会》到《见
字如面》再到《朗读者》，仅凭一
封信、一个演员、一张讲台的清
简形式，就因画风清奇而备受

瞩目，被誉为综艺清流。人文类
综艺节目为什么在当下能够成
为热点？首先和播出平台有关，
央视平台的影响力还是任何一
个平台无法比拟的，央视数年
前推出的类似节目《百家讲
坛》，也堪称当时最受关注的好
节目。其次是和档期有关，大型
的选秀类节目一般在暑期开始
播出，人文类综艺节目此时推
出，竞争对手相对较少。第三，
观众们对于传统经典文化的需
求一直存在，荧屏上缺乏的是
一种对传统文化好的包装方
式，当如《中国诗词大会》这样
的优秀人文类综艺节目出现
后，观众定会如获至宝。

我们要为这样的人文类综
艺节目点赞。这样的人文类综
艺节目成为热点，其传播的途
径，就如同你在微信朋友圈对
感兴趣的话题的一次“转发”，
传播传统文化的综艺节目就是
那只“转发”之手。事实上，《中
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节
目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爆发，均
来自互联网强大的人际传播效
应。而节目中攻擂比赛、纪录片
等新颖形式，再加上选手、学者
嘉宾、主持人之间的频繁互动
和诙谐发挥，电视、微博评论、
视频弹幕等互动，都让传统文
化更加“亲民”，这也是人文类
综艺节目打动观众心的原因。

古古代代诗诗词词如如此此受受追追捧捧
当当代代作作品品啥啥时时火火起起来来

古代经典诗词因在《中国诗词大会》的盛装亮相再度成了国人
眼中的“新宠”，但这无疑也给当代诗人作家留下一道考题：当代诗
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何时作为经典，也能跃上央视综艺餐桌，供大
众津津品鉴？这是一个直接关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已经引
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并见仁见智。

人人文文类类综综艺艺节节目目热热得得正正当当时时

天天娱评

从《中国诗词大会》到《见
字如面》再到《朗读者》，仅凭一
封信、一个演员、一张讲台的清
简形式，就因画风清奇而备受
瞩目，被誉为综艺清流，忽如春
风来从而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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