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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新闻 A29

[获奖作家直面质疑]
张炜：相信评委的艺术领悟力和判断力

本届茅盾文学奖出炉后，在赞扬之声里，亦有一些质疑的意见。有
评论认为，长达450万字的《你在高原》连评委也没几个人能读完，还有
人认为这部巨制“缺乏节制”。

《你在高原》作者张炜在回答问题时表示：“我也注意到《你在高原》
获奖之后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有不同的声音，说明很多人在关注，是非
常好的现象，非常正常。有的批评也非常好，有的作者可以从这个角度
考虑问题，在以后的写作当中去吸取教训。”

张炜表示，自己非常尊重评委的选择，“我充分相信评委们的艺术
领悟力和判断力。至于说他们读了多少，应该问他们自己，因为我不知
道。”在张炜看来，如果质疑者是仅仅出于好奇、担心，尽管非常朴素，但
是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知。

著名作家莫言此次凭借作品《蛙》获奖。亦有评论指出，这并非莫
言最好的作品，获奖是“给作家而非作品”。

莫言对此表示：“我个人认为，《蛙》是我自己满意的东西。我过去
的小说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非常长的目标，无论是结构还是思
想，甚至使用的语言上，都应该和已经写出的小说有所区别。我觉得
《蛙》基本达到了我所追求的目标。” 郑综

“豫剧十大名旦”
精彩艺术人生

《今日中国豫剧十大名旦传略》一书
出版座谈会近日在河南省文联三楼会议
室举行，就该书出版的意义和影响进行深
入座谈。

《今日中国豫剧十大名旦传略》记录
了 1994 年评选出的“豫剧十大名旦”金奖
获得者的艺术人生，她们是承上启下的一
代中年豫剧表演艺术家，其中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传承人，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她们在豫剧发展历程中，做出了突出
贡献。书中以饱满的感情描写了她们人
生奋斗的轨迹，对她们的艺术人生进行了
细腻刻画，对于青年艺术工作者有着强烈
的激励和示范作用。

展现水墨魅力
爱心救助病童

万象笔墨十家开展，现场拍卖情献病
童。中国画“笔墨大品”十家提名展于日
前在阳光大厦三层开展。开幕式上，参
展画家每人一幅作品和他们合作的丈二
巨幅作品当场进行拍卖，并将拍卖所得
款项 10 万元全部捐献给因先天胆管堵塞
而急需进行肝移植以挽救生命的3岁儿童
黄家硕。

参展的十位画家是近年新崛起的实
力派中青年画家。这些作品不仅浪漫雅
逸，又充满讴歌赞美，展现了当代中青年
水墨魅力之所在，得到业内方家和鉴藏
家的青睐和肯定。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8
月底。

本组撰文 晚报记者 尚新娇

“茅盾文学奖”作家首次现身国新办发布会
与媒体见面并直面质疑

茅奖给的是作家而非作品？
张炜、莫言正面回答，都没有“打太极”

作为一场特殊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莫言、刘醒龙、张炜和刘震云
四位最新出炉的茅盾文学奖得主，日前现身此间国新办发布厅与媒
体见面并回答问题。另一位获奖作家毕飞宇因为在国外出差没能出
席。张炜在回答关于“《你在高原》缺乏节制”的相关问题时表示，有
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现象，“我尊重评委的选择，充分相信他们的艺术
领悟力和判断力”。

[谈茅奖新变化] “大评委、实名制”对文学很好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坚持以往

评奖经验和做法的同时，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大幅度完善与改革，实行了
包括“大评委制”、“评委实名制投票”、“每轮投票结果及时发布公示”、“初
评、终评一贯制”等举措。

谈到本届茅奖评奖的变化，作家莫言表示欢迎。他说：“大评委、实名
制，对文学本身来说就很好。因为原来文学是逐渐边缘化，这次评奖变成
了万众瞩目的事件，本身也是一种提升。”

在莫言看来，这次评奖“公开”是肯定的，“透明”也做到了。他同时也
表示：“文学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作品，两个人可能会
给出截然相反的看法。要做到人人满意、读者满意、作者满意，这是不可
能的，只能说相对公正。”

张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能够出来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
是很难能可贵的。”张炜认为，如果这个机制不变，好的作品得奖的概率一
定会越来越高。

[谈网络文学] 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特别现实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一些网络文学也跻身其中，但最终没能获奖。

几位获奖作家纷纷对当下网络文学以及玄幻文学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炜说：“我平时上网不多，读网络小说也不多。但我个人觉得，网络

也好，纸质印刷的文学作品也好，主要在于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能因为载
体的改变而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学标准。”

刘震云则表示：“我们有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偏差。好像写现实生活
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体裁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
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对于生活的态度，特别的现
实，特别能够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作品。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
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

刘震云刘震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