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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谭】

《人民文学》杂志刊载刘
慈欣的四篇小说，在科幻传
播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文
学》作为主流文学的旗手之
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刊登过
童 恩 正 的《珊 瑚 岛 上 的 死
光》，后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这回又一次刊载科
幻文学，可见主流文学对这
种文类重新重视。

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化
中 没 有 的 文 种 ，其 他 如 武
侠、言情、侦探、魔幻等都有
自己的本土渊源。科幻是
工 业 化 时 代 的 一 种 文 学。

中 国 是 一 个 农 业 大 国 ，科
学、工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代
表的现代工业题材，在文学
中占比较小。今年，中国城
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是一
个划时代事件，表明中国工
业化进程的加快。科幻是反
映这个现代化进程的文学，
它关注城市、技术、未来对人
的影响，这在传统主流文学
中并不多见。比如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大都以乡土、历
史为主题。所以说，首先是
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影响了
文学传播方式。

《人民文学》这次选择了
刘慈欣，因为他是最有影响
力的科幻作家，他的《三体》
在不同的领域都赢得了口
碑。这既是市场上的考虑，
也有更大的眼光，也就是着
眼文学本身的变革，包括文
学的内容、审美趣味和表现
方式。科幻的主题常常是
物，是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人在里面有时不值
一提。但反过来看，这可能
正是在探讨一种新的人性。
当一个人成为机器，当他的
基因都被改造了，这样的人，

是什么人？这是文学以前没
有面对过的。还有，比如外
星人，他们与人类的交往，将
产生什么关系？以前以为这
很虚幻，但在这个宇航的、生
物工程的时代，是需要认真
对 待 的 ，是 严 肃 主 学 的 命
题。小说反映人性，那么，人
性中，除了情感，还有智力因
素，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科
幻小说比传统小说更多地展
示了智力的审美。

《人民文学》选择的这
四篇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文学不是无病呻吟，它

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还
要回答现实关注的问题，同
时要回答终极问题。如《微
纪元》，它讲大灾难之后的
时代，为节省资源，要把人
做得足够小，这里有小人国
的 传 统 ，但 他 是 科 技 的 结
晶，创造了新的乌托邦。比
如《赡养上帝》，探讨的是老
龄化社会，是不同文明间的
关系，人与创造者的关系。
再比如说《诗云》和《梦之
海》，讲的是艺术在高技术
时代的归宿，讲的是人类在
宇宙中的渺小……以前，认

为科幻小说是儿童文学，是
晚上催眠孩子用的，不可能
反映深刻的命题。但现在
它在做这个。它在做某些
主流文学已经放弃了的文
以载道的工作，这是一种值
得注意的回归。

《人民文学》着眼科幻传
播，我想是在恢复中国文学
的一些传统，比如，想象力、
传奇性、可读性等。如果把
这些与工业化、后工业化时
代的新的人间生活结合，将
获得一种意想之外的回响。

□韩松（科幻作家）

科幻小说正在承担文学的传统功能
刘慈欣，科幻迷亲切地称他为“大刘”，最近两年以《三体》系列引起一轮科幻阅读的热潮。最近，《人民文学》

杂志在3月号上刊发刘慈欣作品专辑，这是30年来《人民文学》第一次关注科幻写作，也可以理解为科幻小说正
在进入阅读主流的一个标志。

学习是人的内在需求

这张图，很多人以为是
发生在深圳。在未核实基本
信息之前，就开始大加评
论，说明图中的事件，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可能性太大了。

据我的观察，这类的事
情不断发生在华人聚集的地
方，它其实是传统文化塑成
的，其背后贯穿着这样的理
念，“悠悠万事，读书为大”。
另外一个误区，是人们重视
学校教育，忽视了社会教育、
社区教育、家庭教育。

下跪的母亲，以及之前
有过的下跪的老师、下跪的
校长，其实都是缺乏教育的
知识素养的，不是合格的教
育者。跪下去的母亲，其尊
严也跪下了，她的孩子又怎
么能学会尊重自己和别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学习
的需求，学习是人的内在需
求，之所以厌学，是因为这种
需求被阻碍压制了。与此同
时，社会又是这样的压制的
同谋，家长没法对抗，只能求
孩子忍耐熬过去，这很可怕。
□王栋生（资深中学教师）

请学习如何当父母

此图所凸显的父母在孩
子面前权威性的丧失，值得
大家进行深入反思。当下中
国，农村弱势家庭普遍采用
的，是不管不问的家庭教育，
优势家庭则过于注重考试成
绩，这样的现状极为普遍，即
家长与孩子缺乏真正的交
流，孩子感到父母关心的只
是分数，而不是对自己成长
的关注。

厌学的孩子，产生自僵
硬的教育体制，而不乖的孩
子与失败的家长，是中国家
庭教育缺失的后果。

家庭教育具有传递性，
其失败与缺失往往不是一代
人的事情。中国一直以来缺
乏关于怎样当父母的经验传
统，往往靠为人父母的身份，
维持在孩子面前的权威性。
当孩子有了自我意识与独立
见解，家长的权威性就自然瓦
解。一旦出了事情，父母就显
得格外无助。当父母，其实是
一件需要学习研究的事情。

□杨东平（21世纪教育
发展研究院院长）

厌学是正常人性反应

如果我们能清楚地认识
到，应试教育，不利于孩子的
发展，是不好的。我们是不
是也应该认识到，在这样的
模式下，厌学是正常的，是人
性正常的反应，说到底，不厌
学才是不正常的啊。

直面当下，反思现实，有
所作为，这是我的理念。当
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
不认为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不认为我们可以站着说孩子
不好，说这位母亲不对。教
育学者用教育理论逻辑看世
界，往往容易绝望。其实现
在恰恰是大家有所作为的时
候。很多人在默默传播更好
的教育理念，很多人脚踏实地
扎根社区农村做教育，很多人
在学习爱，学习善待每一个
人，一旦你有所行动，哪怕非
常微弱，哪怕仅仅是改变一个
小小的理念，你就会发现事情
并非你想象得那么难。

□李英强（立人乡村图
书馆总干事）

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想来真是讽刺，历史
上在古典音乐圈里，德国
人一向不太看得起英国
同行，但是放眼德国乐团
却成了英国指挥家挥洒
才情的温床。从一头卷
发的西蒙爵士 ，到 昔 日
曾经把持着两支德国顶
尖乐团的科林·戴维斯，
诺 灵 顿 的 斯 图 加 特 广
播，乔纳森·诺特的班贝
格交响乐团。一度有传
言，另一位英国指挥家哈
丁会成为巴伐利亚广播
乐团的下一任首席指挥，
虽然此事尚不明朗，但这
位当红小生却在上周带
领这支乐团登上了国家
大剧院。

生活在网络时代确实
幸福，每个周五的夜晚，人
们都可以收听到巴伐利亚
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直
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在我心中它是完全可以媲
美柏林爱乐的伟大乐团，
只不过在中国他的名气远
不如前者，而这支乐团上
一次抵达北京也已经是
16年前的事。

德国乐团那种浑然
伟岸，甚至抹杀声部个性
的一体化音响效果跨越
了 多 个 世 纪 流 传 至 今 。
乐团当天沿用了德式乐
队摆位昭示了一点，虽然
第 一 、二 小 提 琴 分 坐 两
侧，却依然能发出平衡匀
称的声音。勃拉姆斯小
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木管的三重奏温暖融合，
含 而 不 露 却 独 具 个 性 。
相比于柏林爱乐的阳刚，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管弦乐团的阴柔，巴伐利
亚刚好走了中间路线，坚
实却不失温润，顿挫但不
凌厉。

哈丁的布鲁克纳第
五交响曲更像是一个好
学 生 交 上 的 作 业 ，紧 凑
致密，节奏适中，结构显
著 ，但 剔 除 了 布 鲁 克 纳
式 宗 教 情 结 ，没 有 凝 固
的瞬间，而始终是一个不
停推进的整体。但对于
布鲁克纳而言，哈丁流畅
的风格反而有所不适，哈
丁没有将那种绵长深厚
的气息植入布鲁克纳的
旋律中，也没有为乐手预
留太多将节奏宽广化的
余地。倒是最后加演英
国 作 曲 家 埃 尔 加 的《尼
禄》印证了和哈丁的血缘
关系。

好乐团德国造，这个
孕育了巴赫、贝多芬、门德
尔松、舒曼、瓦格纳的国家
云集了世界最好的一批交
响乐团。可是在近年来
访京的德国乐团中，给人
留有深刻印象者实在寥
寥无几。2009 年莱比锡
布商大厦乐团演绎了并
不适合其风格的马勒，德
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则
被一位“兼职指挥家”搞
得毫无生趣，而柏林爱乐
在传说和现实中都愈发远
离的德国乐团的传统。

德国交响乐团的大旗
谁来扛？巴伐利亚广播的
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旗
手，但恕我直言，哈丁并非
是这个乐团日后最理想的
人选。
□许渌洋（北京 乐评人）

【音乐厅】

遇到英国味道的
德国音响

英国指挥家哈丁带着德国巴伐
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上周末登陆国家
大剧院，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两部作
品演绎得足够精彩，却引发关于德国
音乐传统的讨论。

【圆桌讨论】

母亲跪求孩子读书，谁之错？
近 日 ，一 张 名 为

《妈妈在公共场合跪地
五分钟，只为求女儿用
功读书》的图片，被各
大网站及微博转载，引
发网友热议，更有网友
指认事发地为深圳。
不过根据台湾媒体报
道，事件发生地为台北
中山纪念堂捷运站，母
亲长跪在地劝女儿好
好学习，女儿一直沉默
没有回应母亲。母亲
最后由路人扶起，而她
跪地求女儿的照片，则
流传至网上，成为各大
论坛的热议之题。未
核实事实真相就开始
发论点评，当然是错
误的做法。但是这样
一张图片短期内引起
那么多人的关注，这一
事 实 本 身 也 值 得 深
思。为此我们邀请教
育界人士与家长们一
起探讨其中隐藏的教
育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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