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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张炜的诗性之光
与发现之眼

2021 年 4 月
29日傍晚，圆月从
东海之滨跃出海
面。春夜融融，海风
微醺，上百位读者齐
聚舟山的岛上书店，
参加张炜新作《文
学：八个关键词》分
享会，领略了一场别
致的“海上生明月”。

本书来源自张炜 2019 年
在湖北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历
时2个月的文学课讲义。与其
说是张炜近 50 年的创作经验
与海量阅读中撷取的精华，不
如说是他回望人生的一部阅读
回忆录。他提炼的8个关键词
是：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
浪、地域、恐惧、困境，由此构成
了这部25万字的畅想曲。

在当代以小说鸣世的超级
作家里，张炜以独立的思想言
路，《精神的丝缕》《融入野地》

《我跋涉的莽野》《行者的迷宫》
等，渐次展开他斑斓的、独立的
思想跋涉踪迹。这样的作家，在
汉语小说领域，肯定不超过5人。

我阅读张炜的著作不算少
了，我以为本书展示了张炜的
两大核心，并涉及其本体与方
法，那就是：诗性与发现。

诗性是人们对大地、出路
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
回家之路的大地，拥有最本真
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
化，仔细留意，却发现是出于某
种安排。黑格尔曾断言：“中国
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
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
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
诗情结，它道明了一个实质：让
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
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
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飞起来
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
居，相对而生。但是如果问一
问将“诗性”命名为人类智慧斗
栱石的美学家维科，估计他不
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的“散文
性”。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
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
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
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所以，回
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

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
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
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
诗性也是一种超越历史与文化
的生命理想境界。我认为，在
张炜的叙述结构里，诗性大于
诗意，诗性高于诗格。他的诗
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

发现，就像纵目之神用“第
三只眼睛”那样去发现，构成了
张炜穿越纸上文学、投身于天
地大文学的气势与格局。本书
涉及张炜从青年时代至今的阅
读，他提及的几百本书与作家，
与其说是阅读，我们从中可以
清晰发现他的成长史与斑斓
史。有人说，不要让人轻易地
进入自己的书房，因为这等于
对别人敞开了隐私。张炜的书
房是不设防的，他不但和盘托
出了自己喜欢的书，而且明心
见性地勾勒出这些书籍对于自
己写作生发出的“性命攸关”的
作用。比如，张炜从海洋的海
平线出发，道出了对马尔克斯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理解：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写男
主角一生的单相思：一辈子都

以各种方法接近女主角，最后
却在最尴尬的时刻才走到一
起。他们年轻的时候无法结
合，已经衰老得不再适合结婚
的时候，却在一艘船上重燃爱
情。他们乘坐的游船插上了霍
乱的旗子，结果也就无法靠岸，只
好来来回回地行驶在航道上。
最后女主人公问：‘这要走到什么
时候？’男主人公回答：‘生命的尽
头。’这一精彩的叙事让人感受了
西方文学的大传统：因为整部书
里最大的角色恰是海洋。”

本书多处论及俄罗斯文
学，张炜从不讳言俄罗斯文学
对于自己醍醐灌顶的重大意
义。他甚至把对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持续热爱，上升到神性的
维度：“这个备受煎熬的灵魂影
响了那么多的心灵，他的博大
和慈爱与偏执和冷酷一样显著
触目。小市民不会喜欢他。他
的作品不是为一些肤浅而无聊
的人写的。他有时也并非不想
写消遣的作品，只是他的一颗
心太沉了，从这颗心中产生出
的一切终于无法消遣……”

我有时在想：当回荡在俄罗
斯文学深处那种忍耐、博大、苦
难、坚韧，还具有雄狮般的反抗
精神，与来自齐鲁大地的温和淳
朴之外，更有“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刚烈气质，如此对撞生成
出来的张炜式理想主义，恐怕才
是我们阅读张炜的莽野、张炜的
独立、张炜的雄浑之所在。

张炜用人生的8个棱形之
面，凸显了他关乎生命、关乎成
长、关乎存在与心灵的 8 个镜
像。他并没有号召大众去穿过

“窄门”，但个体战胜小我、以一
己之力与命运掰手腕，最终汇
入宽阔大我之道路，却是那样
宛转起伏、生机勃勃……

□
蒋
蓝

日本动画片两大巨匠
宫崎骏和高畑勋
从 1996 年开始，吉卜力

生产的电影由迪士尼公司发
行，从而为工作室带来了更
高的知名度。2014 年，宫崎
骏宣布退出导演行业，但不
久后又选择复出。西方世界
对于日本动画长片的关注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宫崎骏和
高畑勋。这两位导演来自东
映动画，先后在其中担任中
间 帧 画 师（宫 崎 骏 开 始 于
1963 年，高畑勋开始于 1959
年）、动画师和导演。

影片《太阳王子霍尔斯
的大冒险》（1968 年）促成了
两人的首次合作，并为之后
另一部长片的合作搭起了桥
梁。1971 年，高畑勋和宫崎
骏（还有小田部羊一）共同离
开东映动画，进入 A 制作公
司。他们曾试图完成《长袜
子皮皮》的改编，但最终没有
成功，而后又投入系列片《鲁
邦三世》的拍摄。1973年，两
位导演再次离职，随后加盟
日本动画的子公司瑞鹰映
像，两人在这里共同创作了
系列片《阿尔卑斯山的少女》
（1974 年），而高畑勋之后又
独自创作了《三千里寻母记》
（1976年）和《红发少女安妮》
（1979年）。

1978 年，宫崎骏拍摄了
一部系列片《未来少年柯南》，
影片首次展现了很多导演偏
爱的主题（如生态、未来世界）
和不同的人物心理类型。

1979 年，宫崎骏加入东
京电影新社，拍摄了第一部
个人长片《鲁邦三世：卡里奥
斯特罗之城》，改编自漫画人
物鲁邦三世。而另一部作品

《风之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前记者铃木敏夫为他提
供的帮助。在个人事业发展
上，宫崎骏希望能够专注于
高质量动画长片的创作。接
着，他先后推出两部家喻户
晓的经典动画作品《天空之
城》（1986 年）和《龙 猫》。
1989 年，改编自角野荣子的
作品《魔女宅急便》是动画史

上一部非同凡响的成功之
作。如果说《红猪》是由于它
的历史背景而区别于宫崎骏
的其他作品，那么《幽灵公
主》（1997 年）可以说是他将
神道情感、日本传统文化与
某种女权主义相融合的产
物。1998 年，宫崎骏离开吉
卜力工作室准备退休，但是
仅在一年之后便匆匆返回，
原因是他的接班人——天才
动画师近藤喜文溘然离世。

高畑勋比宫崎骏
更侧重于真实世界
2001 年，宫崎骏创作了

一部幻想作品《千与千寻》，讲
述了一个普通小女孩误闯神
灵世界的故事。与之前的作
品相比，该片更加突出了在健
忘的现代消费社会里人们想
要回归传统的意愿。随后，他
又相继推出了几部作品，如

《哈尔的移动城堡》（2004年）、
《崖上的波妞》（2008年）和《起
风了》（2013年）。

与此同时，高畑勋改编春
木悦巳的漫画，为东京电影新
社和东宝公司创作了动画片

《小麻烦千惠》（1981年），次年
又推出了另一部作品《大提琴
手》（1982 年）。1985 年加入
吉卜力工作室之后，他创作了
动画史上最为轰动的长片之
一《萤火虫之墓》（1988年）。

动 画 作 品《平 成 狸 合
战》（1994 年）为高畑勋赢得
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高
畑勋与宫崎骏相比更侧重
于真实世界（他并不进行绘
画创作，而是在真实拍摄的
基础上描画轮廓），那么这
部电影就很好地揭露了以
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当代城
市的扩张。这种以真实肖
像为基础来突出行为的幽
默风格在影片《我的邻居山
田君》（1999 年）中也可见一
斑，但这部喜剧类动画电影
仅 获 得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成
功。相反，由民间传说改编
的动画影片《辉夜姬物语》
（2014 年）以其优美的线条
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动画片
段。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从《菲力猫》到《小羊肖恩》，从《龙猫》到《国王与小
鸟》，《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用500多幅精美彩色插

图，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动画电影行业无数创作者的传奇故事。
穿越五大洲近百年的创作历史，与各个时代的漫画家和卡通大
师相识；漫步岁月长廊，领略伟大电影公司的幕后故事，从中可
以感受到动画电影的丰富性和它的美好前景。

《
百
年
世
界
动
画
电
影
史
》
：500

多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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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插
图
伴
你
回
到
梦
幻
童
年

张炜与蒋蓝。

《文学：八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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