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北京8月11日电 今日上午，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

告，经六轮投票，最终杨志军的《雪山大

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

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5部

长篇小说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据悉，本届茅盾文学奖于今年3月15

日启动，评奖范围为2019年至2022年间

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

238部作品参评。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

年评选一次。自1981年创立至今，十届茅盾

文学奖共评出48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

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时代文艺高

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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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悉如平常，刘亮程带着几个

学生在新疆木垒书院干活。前日，刚在院

中造了一座小景，他的心情甚是愉悦。听

到获奖的消息时，心情反而比较平静。他

最先想到的是感谢：“感谢新疆这块土地上

丰富绚烂的多民族文化生活给我的滋养，

感谢并致敬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我

的小说《本巴》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在史

诗尽头展开一个现代作家无尽的想象。”

他在新疆生活60多年，深受这里多民

族文化的滋养。“一个作家对土地的回馈，

可能就是写成一部书，让曾经活着的人

们，在文字的世界里永久地活下去。以虚

构之力，护佑延续这个世界的真实。”

说起创作的缘起，还要回到十多年

前。那时，刘亮程前往新疆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旅行，这是英雄江格尔的故乡。

该地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羊道遍

布每一片山谷草原，那是羊走了几千几万

年的路，深嵌在大地”。他深受震撼，跑遍

草原和山区，认识了许多牧民。

自那时起，刘亮程开始读蒙古族英雄

史诗《江格尔》，他念念不忘这片草原。他

感动于史诗的天真带给部落的希望与力

量，感慨于人类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

象。自此，他萌发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天

真的小说。”

“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

天堂。那里的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

有死亡。”这是《江格尔》中的句子。而《本

巴》就以《江格尔》为背景展开，构想出一

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25岁的

本巴国度。在史诗驻足的地方，追溯逝去

的人类童年，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

诗性智慧，向世界讲述古老而新奇的中国

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孩子，写了三

场游戏，两个国家，写了人们在无穷无尽

的睡着和醒来里，开始的无边无际的梦和

冥想。

《本巴》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我把

时间作为一个本质，而非手段去写，写出

时间的面貌。”事实上，在他的大部分作品

中，母题就是时间。他曾说：“我希望我的

文字最终展现的是一张时间的脸。”无论

是早年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写的《一个人的

村庄》，还是后来的小说《虚土》《凿空》《捎

话》，都与时间息息相关，《本巴》更可谓一

部在时间中任意穿梭的奇幻小说。

“写作是用文字徒劳地垒筑终将溃塌

的时间之坝。”刘亮程有个执念，那就是时

间虽然不可战胜，但作为个体，他至少还

有时间去抵御，把自己精心选择的事物留

在文字中。他相信好文字会活下去：“那

些把时间兜住的文字，总会让我们有片刻

的会心与停留。”

采访最后，刘亮程向记者透露：“正在

写的长篇小说也快收尾了，几乎是跟《本

巴》同时写的，《本巴》先写完了。我的每一

部长篇都是自己生命阶段的结果，不到这

个年龄写不出来。就像《本巴》，它在我心

中生长了十多年或更久，起先只是一个念

头，它长成一个大故事了，就是我动笔书写

的时候。”（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 饶 翔）

刘亮程：在史诗尽头展开现代作家无尽想象

盛唐气象、唐诗韵味、文人墨客的交往故

事……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今年暑期档

上映，引发观众的持续关注和广泛讨论。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16亿元，

位列我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二位。

在这个暑期档，《长安三万里》为何能脱颖

而出？它的成功带来了哪些创作启迪？

影片导演谢君伟和邹靖表示，早在创作初

期，主创团队就把“壮美”定为影片的一大关键

词，力图通过画面呈现我们国家山河的壮美，

深入挖掘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展现唐诗背后的意境。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酣

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怅

惘，“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

迈……影片中对于唐诗的呈现一次次唤起观

众的文化记忆。其中，李白吟诵《将进酒》的段

落更是引起大家的广泛好评。

“主创团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择题

材，最终找到了唐诗。因为唐诗是中华文化的

一次高峰，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境界的一次

高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说，“影片

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精心挑选了48首予以呈

现，主创团队是下了功夫的。”

从内容看，影片中所挑选的48首诗并非是

单纯的点缀，而是对情节的推进产生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影片以唐诗写唐朝。每首诗背后

的思想情感与故事中展现的时代变迁相结合，

很好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也激发了大家对

于历史文化的兴趣。”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常务副主任宋智勤说。

事实上，《长安三万里》对于传统文化的表

达并不局限于唐诗，音乐文化、舞蹈文化、书法

文化，以及建筑、服饰、风俗等都很好地融入到

影片的故事讲述中。此外，影片还通过一系列

精彩的人物形象塑造，生动展现唐代诗人们的

精神境界。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认为，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李白和高适，虽然性格不

同，人生经历各异，但他们的入世之路集中展

现了这些诗人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博大的胸

襟抱负。

借诗见人，借诗见史。“我们秉承尊重史实

原则，在历史空白处展开合理艺术创作，把李

白、高适、杜甫这些许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诗

人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能够感

受到他们的少年壮志、才华意气，以及不懈追

求理想的精神。”谢君伟说。

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滋养的同时，也应当注重与时代精神

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影片的叙事效能

和共情效应。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长安

三万里》在文化追求之外，还展现了角色的友

情、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情感释放等不同方面内

容，不同类型的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品读出不同

的思想主旨。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影片中，诗人们在

历史洪流中的坚持和抉择，对当下的人们有非

常多的启发，可以激励人们在新时代不断奋勇

前行。

“我们希望通过《长安三万里》在大家心中

埋下一颗种子，让更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影片中的那些诗人产生兴趣。我们也希

望这样的影片可以拓宽中国动画电影的边界，

为丰富电影市场贡献力量。”《长安三万里》制

片人宋依依说。

（新华社记者 王鹏）

《《长安三万里长安三万里》》的成功带来哪些创作启迪的成功带来哪些创作启迪？？

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6亿元，位列我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二位——

电影堪称文艺创作中的重工业品

种，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一部优秀影片时

常能激起线上、线下的热烈讨论，甚至形

成社会话题。因而，当一部在内容题材、

主题思想上扎根现实生活、深具社会关

怀的影片上映，论者总是为之欣喜，影片

的积极影响也时常能够延展到文艺创作

领域之外。

比如近期热映的电影《孤注一掷》曝

光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其宣传

警示、增强反诈意识的意义不言而喻。

一段时期以来，还有不少寄寓现实关怀

的电影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孤注一

掷》并非孤例。譬如，《我爱你！》对老年

人情感生活、生命尊严的描摹与揭示，

满怀力量与温情；《不止不休》凸显媒体

的价值，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充满正能

量；《保你平安》向网络谣言“亮剑”，小

人物对真相的不懈追问令人动容。早

些时候，《门锁》对独居女性生活的表

现，《送你一朵小红花》对与病魔斗争的

普通人的观照，以及更早些时候的《天

气预爆》对环保意识的张扬等，都很有

记忆点。

从直面大银幕欣赏光影流转，到影

片的解说、点评、“二创”等衍生作品、产

品在网络上铺展，优秀影片辐射的观众

面总是相当广泛的，电影关注的议题、表

达的观点、主张的价值很容易在潜移默

化间对观众产生影响。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电影创作应当具有与其辐射

力、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关怀和话语力

量。即便艺术创作未必能为现实生活提

供确切的指导，但引发思考本身就具有

积极意义，不仅有利于丰富电影的思想

内涵、提升电影创作的文化品位，也有利

于推动电影创作乃至整体上带动文艺作

品更好发挥增强精神力量、启智润心的

作用。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题材内容与影

片质量没有必然联系，一部创作目的、题

材选择上均以积极向上为追求的影片，

仍有可能是艺术品质不尽如人意的影

片，尤其对于以往较少触及的题材领域，

“出手即巅峰”的效果的确不容易达到。

“向数量要质量”在艺术创作中具有普遍

性，对此，电影主创和广大观众都需要耐

心与时间，找准方向、慢慢求索。长远来

看，要想将电影承载社会关怀、传递正能

量的作用发挥好，切不可仅仅满足于享

受题材红利，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总结经验，认认真真讲好故事、塑造好人

物、运用好电影语言，让作品走进观众心

中，其力量与温度方能让更多人受惠。

（夕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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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下午，蒙城县

岳坊镇黄梅戏专场演出现

场，来自合肥市工人文化宫

黄梅戏艺术团的演员专注

地表演黄梅戏《天仙配》选

段。当天下午，在蒙城县岳

坊镇食品产业园，一台由来

自合肥市工人文化宫黄梅

戏艺术团赴基层慰问演出

专场，吸引了众多的戏迷朋

友，黄梅戏《女驸马》《小辞

店》《天仙配》等经典唱段，

不时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喝彩，也为当地群众送上了

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通讯员 胡卫国 摄

基层演出基层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