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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至27日，全球华语科幻星云
奖十周年庆典在重庆举办，以刘慈欣、郝景
芳、韩松、王晋康、何夕、陈楸帆、郭帆为代表
的百名中国科幻精英汇聚一堂，为获得第十
届华语星云奖的科幻明星和获得首届中国
科幻电影“原石奖”的作家颁奖，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李敬泽出席颁奖大会。

江苏省南京科幻作家索何夫凭借《桃花
源记》获得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
中篇小说银奖。索何夫现担任江苏省科普
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委员，曾多次获得银河
奖、星云奖。此次获奖作品《桃花源记》发表
于《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讲述了一个人类
文明末裔在落入无法离开的宇宙“桃花源”
后，进行生命抉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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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鹤奖于前日举
行。电影《最好的我们》一举斩获三项大奖。
电影制片人黄斌及演员陈飞宇一同出席颁奖
礼。陈飞宇凭影片拿下金鹤奖最佳新人奖、最
具人气男演员两项大奖，他表示影片对自己意
义非凡，“《最好的我们》是我的成人礼。”同时，
电影获颁金鹤奖“最受欢迎影片”。电影制片
人、微峰娱乐创始人黄斌上台领奖并致辞，他
颇有感触地说，“原来青春的故事是可以共鸣
和连接不同的文化和国度的。”

在2019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鹤奖颁奖典礼
现场，陈飞宇穿搭一身黑色的拖尾西装亮相。
此次，陈飞宇凭借影片获金鹤奖最佳新人、最
具人气演员两项大奖，对他而言是莫大的鼓
励。他表示：“这部电影是我在18岁的时候拍
摄的，也是我认为近几年来最有意义的一年，
同时也代表着我的成年礼。我自己非常享受
整个拍摄过程。”

在颁奖礼前夕，东京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展
映活动上，电影《最好的我们》展映场爆满，日
本观众反响真切，对故事颇有共鸣。陈飞宇出
席了映后见面会并和现场观众互动交流。他
透露，为了更好地饰演角色做了很多功课，当
被问及如何诠释角色中所带有的阳光与悲伤
两面，他坦言没想太多，用最真挚的表演方式
呈现出来就好。

电影《最好的我们》6月上映至今，目前内
地票房累计4.13亿票房，并且已在北美、新澳、
韩国、新加坡、柬埔寨等多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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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由薛晓路执导，
汤唯、雷佳音领衔主演的
华语首部聚焦吹哨人题材
电影《吹哨人》宣布定档12
月6日，并发布“抉择”版定
档预告和海报。

所谓吹哨人，指的是
为使公众注意到企业弊
端而采取某种纠正行动
的人。吹哨人制度又被
称作是知情人士的爆料
制度。由于知情人往往
是内部人，作为知情人能
够尽早发现问题，吹响哨
声，能大幅度降低监管成
本，进而对不遵纪守法的
企业起到堡垒从内部攻
破的作用。

电影《吹哨人》就是
将镜头对准了这群鲜为
人知却又无比英勇的平
凡英雄。导演薛晓路曾
用四个字来描述吹哨人
的内心动机：无法安宁。
正如电影《吹哨人》中的

马珂（雷佳音 饰）与周雯
（汤唯 饰），作为吹哨人，
他们的内心都经历着煎
熬和恐惧——选择说出
真相意味着自己将会面
临巨大威胁，保持沉默则
意味着公众利益会被损
害。每一次的挺身而出，
其实都凝聚了吹哨人的
莫大勇气。

此次，电影《吹哨人》
正是希望通过影像的力
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吹
哨人坚守正义的背后付
出的努力和面对的危险。

在现实生活中，吹哨
人也不再是一个陌生的
词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吹哨人在良知的指引下，
鼓起勇气吹响了正义的
哨音。与此同时，我国的
吹哨人制度也在逐步完
善中。9 月 12 日，国家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和
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

导意见》，首次提出建立
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
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
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
格保护。

在此次发布的定档
海报中，雷佳音慌张无措
地面对媒体的层层围堵，
汤唯则怀抱秘密文件谨
慎地躲避背后的危险。
可见选择成为吹哨人不
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还将
面对无法想象的危机和
困难。正如雷佳音所说：

“英雄有很多种类，马珂
就是其中一种，他是一个
平凡的英雄。”汤唯也认
为吹哨人非常勇敢：“周
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复
杂的角色。她身边埋藏
了许多诱惑，但在性命攸
关的时刻，她选择不再沉
默，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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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索何夫获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奖

《最好的我们》获东京电影节
“金鹤奖”三项大奖

对于从维熙的离世，他的大小朋友听
闻消息后都表示震惊，他们通过微博、微
信等不同方式，表达对前辈的深深怀念。

资深出版人杨葵1989年大学毕业后
第一个顶头上司正是从维熙，入职作家出
版社后，他通过自己年轻的眼光默默观察
这位不像官员的上司。杨葵记得，开会
时，身为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从维熙总能从
兜里掏出打火机玩，不是一个，而是好几
个，这些打火机还品位不俗。而这位领导
的工作作风还简单有效，他善于“抓大放
小”，选题会从不参加，靠着管好核心的几
个人从而很好地把控着全局。

在杨葵的回忆中，从维熙身上有着燕
赵之士的雄风，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
果断，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有一次，
他喊我去他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吩咐，
原来只是一时兴起，唠了几句家常。”而从
维熙因为性格刚强，即便身为领导也吃过
不少亏。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对于从维

熙的“善”感触极深。他和从维熙曾一起
去青海参加活动，毕飞宇5岁的儿子最喜
欢往从老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
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
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
得尊敬的。”在毕飞宇看来，从维熙有发自
骨子里的善，无论处境怎样，他念念不忘
的，还是人性的善。“他内心有一种很厚
实、博大的善。他坚定不移地坚守着那种
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用善的方
法来看待。”在《从维熙文集》责任编辑张
娟眼里，从维熙是一位很家常的老人，身
上丝毫没有功成名就的傲气。2015 年 4
月 29 日，出版社一行人去北京拜访老人
家，相聚在一家饭店，“从老爱喝酒，但是
他的夫人钟老师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反对
他喝。他从善如流，非常克制、文雅。”她
还记得，在《从维熙文集》新书发布会上，
刘心武、梁晓声都感恩于从维熙给他们温
暖的提醒和帮扶，那一次，从维熙快活地
唱起了歌。 本报综合消息

从维熙: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
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记载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史，他留下800万字文学作品离开了他深爱的大地。

从维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
家，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他一生坚持“以
真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共和
国历史的活化石”。从维熙的不少作品，已成
为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生前他与
上海文坛结缘颇深，景仰巴金先生，并在今年
九月下旬将珍藏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
赠给巴金故居，这一手稿本即将与公众见面。

从维熙是 1954 年调到《北京日报》当编
辑的，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年轻的时候，我
就认识土地、庄稼垄、谷子、高粱、大豆、野花，
我愿意钻到那里面去生活。”他说，即便是在
报社文艺组当编辑，他不仅申请去农村组采
访猪倌等，还两次申请到北大荒采访，并发回
了大量报道。

也是在《北京日报》的时候，从维熙的创
作生涯正式起步，他于1955年出版首部作品

《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
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
晓》。但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从此命运轨迹发生变化。

从维熙好友、作家李辉说，“文革”结束
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
获》1979年2月份的杂志上。正是这部小说
成为从维熙“大墙文学”的代表作。

去年1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从维
熙文集》14卷，这部文集是从维熙一生写
作的总结，其中有长篇小说《北国草》《断
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
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还
有纪实文学、散文等等。谁也没想到，时
隔一年多后，文学评论家却到了“盘点”从
维熙留下的文学遗产的时候。

原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说，
《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写被改造的公安干
部和改造干部的人，从维熙的写作风格是
革命现实主义的。而到了《走向混沌》，从
维熙描述特殊环境下人的特殊表现。“他
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子没有改变，他对人的
认知比过去更深入、更开阔，人的立体感
更强了。”

“他离世了，他的写法也不可能再有
了。”文学评论家白烨说，从维熙当年属于

“归来者”文学群体，他有过20年右派劳改
经历，命运坎坷跌宕，人生经验独特。当
他“归来”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开始出
现，而他在反思文学创作中，表现非常突
出，是反思文学代表性作家。“他在老一辈
作家中，是很有思想深度、反思力度的作
家。”

白烨曾经为《走向混沌》写过书评，他
说，这部作品是从维熙结合自己的经历对
历史进行反思的作品。“很多写作者会把
过去经历变成历程回忆，但很少有人进行
真正的反思，他却一直贯彻理性的反思，
给人启迪、震撼。”而单占生认为，当年很
多反思文学缺乏理想主义色彩，而从维熙
恰恰强调的是理想主义，“无论遇到多大
的困难、多大的不公，始终坚持理想主义，
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学财
富。”

在单占生看来，从维熙作品的重要特
质还有，他愿意把“善”记录下来。他不仅
在平常的接触中能看到善，在极端恶劣的
环境下，被迫害的时候，他记得的也都是
善良。从维熙说过，“我要坚持下去，要干
事。”单占生说，“要干事”，正是这批历经
苦难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

从维熙曾经说过，“我一无金银可挥，
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
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
稿纸喷血。”他一再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
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
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不会放大，也不
会刻意隐瞒什么。

《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赠巴金故居

他的写法不可能再有了

性善刚强有燕赵之风

《吹哨人》定档 汤唯如何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