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州報
道）10日，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
將正式領取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但此
前，他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學院發表演
講時發出的疑問卻引發了中國文學界熱
議，有認同，亦有質疑。
「我很好奇下一代人，也就是和互聯

網、移動電話、伊妹兒和推特共同誕生並
成長的一代，會怎樣利用文學來表達他們
對當今世界的體會？」莫迪亞諾說，舊時
代的文學家們能夠建立起那種類似天主教
教堂一樣宏偉壯麗的文學大廈，而如今的
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問
世。在那個時代（指19世紀），時間過得
比今天緩慢得多，而這種緩慢非常適合小
說家的工作，因為這允許他去合理配置其
精力和注意力。從那以後，時間已經開始
加速向前。
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李敬澤直言，舊時代人心裡本有教堂或莊

園，如今的人心裡是間雜貨舖。除非發生奇跡，才能在雜貨舖裡變出
宏偉壯麗的大廈。「因此，文學需要找回自信心，同時也不能被今
天這個碎片化的時代裹挾而去，真正的文學是沉靜的，潛進靈魂
的深處、思想的微明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作家雷
達說。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把莫迪亞諾口中的「舊時代」歸納為世界

整全性的時代，認為是那個時代催生了「有天主教堂式的輝煌的
大廈式文學」。隨着時代更迭、視聽文明到來，整全性的消失確實
是一個人類今天所面臨的轉折和極大困境。於是，新舊交替的時代
裡，既有不甘碎片式寫作的，也有默認這種新潮流的，其中就包括
莫迪亞諾自己。
借此「莫迪亞諾」命題，一些文學評論家開始反思中國文學的問
題，他們認為有些作家缺乏「比慢」的寫作態度，一味追求數量，像
種土豆，一窩一窩的，全都一副面孔，而今碎片化的作品無非是他們
適應市場的必然結果，並且直指評論界的失職也是這種「消極寫作」
氾濫成災的一個原因。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院長、作家徐兆壽認為，碎片化的寫作風潮並
不是當代世界文學的全貌，「仍然有一些大作家努力在向傳統靠近，在
逆流而上。比如中國的賈平凹，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部長篇都是關於
中國，關於商州的一個『大教堂』，一個『大型建築』。」
與之產生共鳴的還有《人民文學》副主編、作家邱華棟，他借用多個實
例來證明，當代作家有能力構建起偉岸的文學世界，並且已經付諸了行
動。比如，墨西哥人富恩特斯，他的20多部長篇相疊加，被稱為「墨西哥
的大壁畫」；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有19部長篇小說，綜合來看已被西方
認為是向《聖經》致敬的宏大作品。
因此詩人索木東說，我們能看到的那些文學大廈，都是時間沉澱過的，
而當下的大部分阻礙我們視線的那些碎片，將在時間的長河裡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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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論求知》中有言：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數學使人精

密，哲學使人深刻……」可見，書中自有黃金屋，不論
讀什麼，在字裡行間遊走均可汲取知識、完善自我。可
惜，因「工時長、讀時短」，港人閱讀習慣近年不斷趨
於「輕淺」，本港閱讀文化愈發「淡薄」。為令港人能
在輕鬆愉快的讀書體驗中重拾閱讀之樂，新鴻基地產發
展有限公司（新地）於2013年底成立「新閱會」，希
望通過舉辦不同類型的閱讀文化活動、相關計劃比賽；
定期出版雜誌；研究港人的閱讀習慣；將喜愛閱讀的風
氣吹遍社會各個階層。

港：特色活動吸引讀者
短短一年間內，「新閱會」舉辦過名人嘉賓講座，發
起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
比賽；進行「我的喜『閱』指數」研究；出版《悅閱》
及《閱刊》免費閱讀雜誌；還開展了「新地齊讀好
書」、「拉闊生活——賞創營」等活動。日前，新地執
行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黃植榮於「新閱會」一周年慶祝
活動中表示︰「我們希望透過『新閱會』分享輕鬆愉快
的閱讀體驗，期盼所有人都能夠從中發掘自己的閱讀新
天地。來年，『新閱會』將推出涵蓋本地中、小學生、
青少年、長者、基層人士及全港市民的閱讀活動，通過
書籍共享、創意閱讀活動獎勵計劃、文化交流聚會、網
上閱讀及導賞團等多元方式，進一步向香港社群推廣閱
讀，讓更多人能夠細味『悅』讀樂趣。」

韓：政府制定閱讀政策
而在同場舉行的「閱讀大世界」講座上，香港理工大
學韓文專任導師韓惠珉則向在場聽眾介紹了韓國的閱讀
文化。韓惠珉說：「在仔細研究過韓國近年的閱讀率
後，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從1994年開始韓
國成年民眾的閱讀率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幸好，
2013年有了回升跡象，據統計，韓國人去年每人平均閱
讀7.6本書籍。歷史類韓劇的流行風潮點燃了民眾對歷

史類書籍的興趣，像《大長今》的熱播便成功令人們對
朝鮮王朝歷史大感興趣。」
除受流行電視劇集影響外，韓惠珉認為韓國政府推動

閱讀的文化政策對閱讀率的回升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
用。「韓國政府會制定推動閱讀的五年計劃，為鼓勵閱
讀，韓國政府在該領域增加預算，積極資助不同公司成
立讀書俱樂部、閱讀沙龍以及建立以兒童圖書館為代表
的各類型圖書館，結果收效不俗。另外，韓國成立了一
些作者與讀者的互動系統，現在非常流行由作者組織年
輕讀者走出教室，共同前往書籍所描繪地點，如重大歷
史事件發生地，去感受真實的歷史。」韓惠珉表示，香
港、台灣或可考慮借鑒以上促進閱讀的方法。

台：獨立書店加深閱讀
「溫良恭儉讓」的台灣民眾和寬敞明亮的誠品書店常
給旅客帶來台灣人好讀書，文化底蘊深厚的好印象。但

台灣知名作家張鐵志卻稱台灣閱讀氛圍優於香港只是個
美麗的誤會：「去台灣各大書店看看就知道，商業、勵
志類書籍長期排在銷售排行榜首位，真正關注人文社科
的人實際上並不多。更悲哀的是台灣報紙裡關於書評的
內容越來越少，香港報紙還有不少保留了書評，也有免
費書評雜誌，台灣一本都沒有。連前『文化部部長』龍
應台也曾表示對台灣閱讀文化感到憂心。」
張鐵志指出，因為書評可豐富書中內容，所以書評的
匱乏不利於閱讀文化發展，但過去五六年興起的獨立書
店風潮卻為台灣閱讀文化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張鐵志
分享道：「大型連鎖書店只能為我們提供購買書籍的功
能，而獨立書店則能通過小型講座及沙龍增加人與人之
間的真實交流，它負載着深度推廣閱讀的功能。其次，
獨立書店不同個性的老闆具有不同的閱讀品味，對推動
多元閱讀文化有很大幫助。台灣政府在發現這股風潮
後，開始對在社區開第一間書店的年輕人予以資金支
持。香港目前獨立書店非常少，大部分人等到書展打折
才去購書，我們期待能在香港見到更多的獨立書店去推
廣閱讀風氣。」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芳慧 內蒙古報道）日前，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青年無

伴奏合唱團遠赴澳大利亞悉尼，與當地馬斯登中學（Marsden
High School）

500餘

名師生演出交流。合唱團還用英語和漢語演唱聖誕歌曲《Sing Noel》和澳大利亞民

歌《Waltzing M
atilda》。

據介紹，此次交流演出名為「美麗的草原我的家」，合唱團30餘名演員深情演繹

了蒙古族民歌《聖主成吉思汗》、《四海》等經典曲目。演出中，已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長調、馬頭琴震撼了在場觀眾。

此次交流作為「澳大利亞·內蒙古文化周」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草原文化。「澳大利

亞·內蒙古文化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內蒙古人民政府主辦，並得到中國駐

澳大利亞使館和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及悉尼中國文化中心的支持。

早在今年4月，內蒙古文化廳與澳大利亞中國文化中心多次進行深度交流後決定，

2014年在澳大利亞悉尼開展內蒙古文化年系列活動，包括積極參與國家重要文化外

事活動，在悉尼進行富有內蒙古民族特色的

風情展、攝影展，進行藝術演出方面的交流

等系列活動。內蒙古與澳大利亞進行貫穿全

年的「民族文化」交流活動，將呼麥、馬

頭琴、雜技、歌舞、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能

夠彰顯內蒙古地區民族文化特色的

「內蒙古元素」進行展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宇軒青島報道）12日，「多彩
的跨越」——2014中國青島國際水彩畫雙年展在山東青
島市美術館開展。本次展覽也是我國首次由文化部舉辦
的國際水彩畫雙年展。此次展覽共邀請國內外藝術家56
位，展出精品力作200餘幅。其中包括劉大為、吳長
江、許江、黃鐵山等內地水彩畫名家的精品佳作。
據了解，展覽以「多彩的跨越」為主題，其意義既
是為了尋求水彩畫作為一門國際藝術語言在不同國家
與民族之間的文化跨越，呈現不同國家與民族對於水
彩藝術媒介的自我理解；也是為了跨越水彩邊界，從
水彩作為當代藝術組成部分的視角，探索、呈現水
彩畫藝術表現力。通過世界各地優秀藝術家共同參
與，加強交流和協作。展覽分為「視覺筆記」、
「精神肖像」、「鄉土情懷」、「都市魅影」、
「生命風景」和「抽象異幻」六個部分，較為形
象地詮釋了「多彩的跨越」這一學術命題。
近年來，水彩畫在國內得到空前發展和革新，
各地水彩畫創作和研究形成了百花齊放、競相爭
艷的局面。為保護和推動水彩畫的發展，文化
部已經批准在舉辦中國青島國際水彩畫雙年展
的基礎上，在青島建造中國唯一的國家級水彩
博物館——「中國水彩畫博物館」，青島將打
造成世界級集水彩畫收藏、研究、創作、推
廣的重要基地。展覽從12月12日開始，一直
到2015年2月28日結束，展覽期間還將舉辦
相關的學術研究會及學術講座。

文藝界熱
文藝界熱議議「「莫迪亞諾

莫迪亞諾」」命題命題：：

當今文學為何碎片化

當今文學為何碎片化??

內蒙古
藝術團「以歌會友」唱響悉尼

2014中國青島國際水彩畫
雙年展開展

鼓鼓勵勵
延延伸伸閱閱讀讀

港港台台韓韓各各出出奇奇招招

■「閱讀大世界」講座上，張鐵志(右一)、韓惠珉
(中)、黃永(左一)，分別介紹了台、韓、港三地有趣
的閱讀文化。

■「新閱會」日前舉行了一周年慶祝活動並啟動明
年五項為不同社群而設的社區閱讀項目。

閱讀之樂奇妙得很，它既會發生於

捧書暢讀之時，亦會延伸至放下書本

之後。與「同好」熱烈討論；到書中

描寫的地方去逛逛；實踐新學到的知

識；執筆記錄讀後感想。受啟發後自

行創作等「後閱讀時期」的活動不但

能為讀者帶來不同的樂趣，且可感染

更多的人參與閱讀，優化閱讀氛圍。

有鑒於此，香港、台灣、韓國三地之

政府、組織、個人各顯神通，分別採

取「讀時」或「讀後」的刺激手段來

加強民眾的閱讀熱情。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合唱團深情演繹了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合唱團深情演繹了
蒙古族民歌經典曲目蒙古族民歌經典曲目。。

■2014中國青島國際水彩畫雙年展
現場。 王宇軒攝

■■莫迪亞諾與妻子多米尼克拜訪瑞典皇家科學院莫迪亞諾與妻子多米尼克拜訪瑞典皇家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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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年掀
起獨立書店風
潮，今年更有
以獨立書店為
背景的偶像劇
《巷弄裡的那
家書店》在港
台兩地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