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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5月 11
日，电影《天狗》交流放映活动在贾

家庄种子影院进行，该片改编自山

西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的中

篇小说《凶犯》。影片放映前，作家

张平惊喜亮相映前见面会，让现场

观众激动不已。

张平向观众讲述了自己当年同

意作品改编电影的初衷和拍摄的艰

难过程。他说：“没想到影片拍出来

后获得了好多年度大奖，但是因为

宣传经费不足、片子太沉重，所以知

道或看过的人并不多，但我觉得这

部电影值得看。今天看到这么多人

坐在这里，我很欣慰。”他还特别提

到，在文学看似越来越热闹却越来

越边缘化的今天，吕梁文学季意义

重大。

吕梁文学季创始人贾樟柯也特

地到场主持映前见面会。贾樟柯

说，吕梁文学季主打“文学+”的概

念，旨在将文学影响力最大范围地

进行延展。而与传统的电影展映不

同，吕梁文学季的展映影片都经过

精心策划和挑选，或由文学作品改

编而来，或由作家参与主创工作，或

与文学季举办地相关。更特别的

是，几乎每场电影交流放映都将邀

请担任原著作者或者担任编剧、导

演的文学家来到放映现场，由文学

家向观众介绍电影。

据 了 解 ，《天 狗》拍 摄 于 2005
年，由戚健导演，讲述了小人物李天

狗历经苦难、拼尽全力与黑恶愚昧

势力坚决斗争，用生命和鲜血守护

国有山林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5 月

12 日，在吕梁文学季碛口分会场，

著名作家叶兆言以“废墟上的怀

古”为主题，与现场广大文学爱好

者分享了自己关于“乡村”的思考。

演讲一开始，叶兆言就与大家

分享了自己对“怀旧”的理解。他

说，之所以怀旧，是我们大家对自

己的生活相对比较满意，但更多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老了，会感慨和想

念那些失去的东西。

坐在黄河岸边，远眺碛口古

镇。叶兆言说，一个古镇完全有可

能是因为落后、落伍、被淘汰才会

得到保留。碛口古镇一定经历过

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但是一定也

经历过一个落后的时期，然而正是

因为这种原因，才有可能使这个村

庄得以保留。无论是经济繁荣还

是经济落后，都有可能给这个古镇

带来不同的机遇，就好比周庄古镇

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叶兆言接着

说，一个好的规划或想法，可能就

会给一个城市带来特别好的机会，

就比如说苏州明清时候的规划就

是让老百姓的家前面是街，后面是

河，而河就是过去的交通要道，这

样一来苏州变活了，变成了大家现

在看到的繁荣和美丽的模样。因

为这个非常好的城市规划，所以几

百年来苏州百姓就享受着非常好

的生活。

谈到碛口古镇，叶兆言说，碛

口就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复制的，对

于古建筑的改造我们通常讲究原

汁原味。但是我们真正进行改造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不能

够和过去完全一样的。我们希望

能够修旧如旧，但这是完全做不到

的。

叶兆言最后说，自己既不是

一个特别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也

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绝对现代化，

自己在废墟上的态度是保留的态

度。我们今天在创造很多无中生

有的东西，包括在贾家庄的作家

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无

中生有的东西。但就算是无中生

有，只要我们做出一些好的东西

来，它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也会

变得非常好。感谢这个非常专业

的、非常优秀的团队，他们认真负

责的态度，一定会将吕梁文学季

越办越好。

演讲结束后，叶兆言就观众提

出的“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文学

的意义”“高考作文”等话题进行了

互动交流。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今

天，我们已经把吕梁，把汾阳，把

贾家庄变成了文学的故乡，也变

成了我们大家的故乡，所以这是

一次回乡之旅。”5 月 13 日，著名

作家苏童在吕梁文学季进行主题

演讲时说。当日，苏童连续于吕

梁文学季进行大家演讲“我的乡

村，我的街道”，参加“村庄故事朗

读会”及《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

了》电影放映交流活动，数次与文

学 季 观 众 进 行 深 入 交 流 。 演 讲

时，苏童除了将吕梁文学季之行

比喻为“回乡之旅”，更形容其为

“创造生命之旅”。

作为第五位亮相吕梁文学季

“大家演讲”环节的嘉宾，苏童吸

引了众多慕名前来的读者。苏童

是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

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

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

群》《河岸》《碧奴》等。中篇小说

《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提名第 64 届

奥 斯 卡 最 佳 外 语 片 ，蜚 声 海 内

外。作品《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

在演讲中，苏童分享了自己

在苏州生活的经历，尤其提到自

己因为乡音而遭遇到的尴尬和痛

苦。“‘故乡’这个词给你带来的

不 完 全 是 美 好 ， 有 时 候 带 来 伤

痛，你的故乡在哪里，是什么民

俗，是贫穷还是富裕，操的什么

口音，都会有影响。故乡既美好

又沉重，带给你的伤痛要慢慢梳

理。因为偏见，故乡不一定是美

好 的 。 这 是 我 们 不 愿 意 去 面 对

的，但这是事实。”

苏童同时也谈到了古人和今

人对故乡的不同态度：“故人的梦

想通常就四个字——衣锦还乡，但

今天这个时代，人人皆游子，人人

都在迁徙，大家不知道哪里适合自

己，只是离开故乡。这个时代‘乡

愁’这个词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

虚弱，很多人讨论乡愁的时候不是

在讨论生活，而是诗歌、文字。在

外打拼的人心里已经没有一块闲

适的地方能搁得下乡愁。今天的

故乡基本不是用来回归的，而是用

来怀念的。”

来到吕梁文学季的嘉宾都用

一句话来描述自己心目中的乡村，

在苏童看来，“乡村是每个人的故

乡”。他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

们来到吕梁汾阳贾家庄，已经把这

里变成了文学的故乡，这次我们是

共同回乡。回来不是为了祭奠，是

创造生命的，让乡村焕发生机，是

一次创造生命之旅。我很骄傲成

为了回乡队伍的一员。”

除了苏童的亮相，朗读小说片

段的“村庄故事朗读会”也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参与朗读会的

嘉宾还包括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

欧阳江河、诗人于坚、周瑟瑟，书法

家于明诠、作家石一枫、斯继东、吴

越和徐晨亮等。此外，首届吕梁文

学季特别活动“墨写新文学书法展

——书法交流”于当日举行，书法

家于明诠、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

阳江河以及当地书法家共同探讨

了书法与文学的关系。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5 月 11
日，吕梁文学季写作工作坊首次公

开日活动在贾家庄作家村进行。

促进本土文学创作发展是吕梁

文学季的重要目标，作为文学季系

列活动的内容之一，“写作工作坊”

是以写作为主题的工作坊及分享课

堂，邀请了国内重要文学期刊或出

版社的资深编辑为导师，为山西文

学作者进行作品讲评和辅导。

此次活动由 《十月》 杂志编辑

部主任、吕梁文学季节目策划季亚

娅主持。活动中，五位导师分别对

山西文学作者陈年、成向阳、李晋

瑞、李瑞华等创作的 《金色光辉》

《试论黑夜的有机构成》《向日葵》

《老家话》 等三十余篇学员作品进

行了细致点评，就作品中的人物、

细节描写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建议，

大家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和交流，令参与其中的本土作家获

益良多。

首届吕梁文学季的导师团包括

评论家、《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

诗人、《十月》杂志事业部主任谷禾，

《当代》杂志主编助理、鲁迅文学奖

得主石一枫，作家、《野草》杂志主编

斯继东，评论家、非虚构作者吴越以

及评论家以及《中华文学选刊》执行

主编徐晨亮。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初夏

明艳，花漫原野；黄河之滨，胜景如

画。5月 12日，首届吕梁文学季第

三场学术对话，也是整个文学季活

动唯一一场诗歌对话在碛口古镇

举行。此场活动由文学季文学总

监欧阳江河主持，诗人于坚、韩东、

潞潞、西川共同围绕“当代诗歌中

的乡村镜像”为主题展开交流。

四位诗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

自己对“乡村”和“诗歌”的理

解。诗人于坚认为，过去的中国

就是乡村，乡村不是今天我们理

解的穷乡僻壤，它就是中国过去

世界观的载体。中国过去的诗人

也都是乡村诗人，就像李白、杜

甫、陶渊明这样的大家也没有一

个不是乡村诗人，乡村就是一种

世界观，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

人的灵魂的归宿。

作为生长在黄河吕梁这一片

土地上的山西诗人，潞潞向观众分

享了自己成长的故事和印象中的

乡村，他说自己的乡村镜像就是发

现自己是一个山西人，这是生命中

一个很大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越

来越重要，甚至给自己带来了一种

重生的感觉。而“山西人”这种潜

意识，也给了自己创作的灵感，给

了诗歌中的语言和词汇，感谢这一

片土地。

诗人韩东说，乡村不是用来去

追寻的，也不是用来去缅怀的，更

不是一个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乡

村就是里外的现实，它既是我们看

到的现实，也可能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而不仅

仅只是那种自然的抒情或者是优

美的词汇形容下的村庄，如果可以

在文学中强调乡村这件事情，很可

能就变得有点不自然。

诗人西川则认为，乡村是一个

世界观，是语言，是动作，是思维方

式，甚至也是我们的道德观。这些

东西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都会

涌现出来。当下的乡村成了一个

被城里人需要的非常旅游化的一

个地方，所以我们到这儿来看，内

心会获得一种类似天地对我们的

安慰那样一种感觉。

大家交流结束后，现场观众就

“乡村文明消失”“诗歌方言写作”

等问题和五位与会嘉宾进行了交

流探讨。

·特别报道吕梁文学季

苏童盛赞吕梁文学季为“一次创造生命之旅” 吕梁文学季写作工作坊
举行首次公开日活动

作家张平惊喜亮相文学季
与现场观众共话影片《天狗》

叶兆言与文学爱好者共话“乡村”那些事儿

著名诗人汇聚一堂 共聊“诗歌”与“乡村”

苏童演讲“我的乡村，我的街道”。 记者 薛志雄 摄

叶兆言演讲“废墟上的怀旧”。 记者 薛志雄 摄

学术对话：当代诗歌中的乡村镜像。 记者 薛志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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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平现身《天狗》映前交流活动。 记者 薛志雄 摄

写作工作坊·公开日活动现场。 记者 薛志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