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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聚焦红色革命历史、
乡村全面振兴、大国重器等方面的
优秀选题大量涌现，诞生了不少优
质作品。李发锁的长篇纪实文学

《热血：东北抗联》（时代文艺出版
社） 是这方面的代表。

《热血：东北抗联》用20章60
余万字的篇幅，展现了自日本侵华
以来，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联合各种抗日武装，组织东北
各族人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
持抗战的光辉历程，歌颂了以杨靖
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赴国难、血
战到底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

近年来，李发锁在纪实文学创
作中，关注东北黑土地，之前的

《围困长春》 和这次的 《热血：东
北抗联》 都着重表现崇高信仰、
民 族 大 义 的 内 容 ， 作 品 导 向 鲜
明，涵纳丰厚，旨在记录历史，
讴歌英雄。

拿到 《热血：东北抗联》 时，
我首先震惊于后面长长的参考书
目。搜集数千万字的材料，需要怎
样的耐心和修养？可以想象，作者
日复一日地研究、分析、记笔记、
筛材料，伴随着一波波随时涌起的
情绪，感动、震惊、叹息、悲不自
胜、百感交集、怒发冲冠抑或痛彻
心扉。长篇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写
作，考验的不仅是作者的技巧技术
和认知学养，更考验耐心、体力与
心力。

《热血：东北抗联》 秉承严肃
严谨的写作态度，不仅再现了一幕
幕历史实景，而且让我们看到某个
时间点、某一特定瞬间的历史细
节，甚至能嗅到硝烟、血腥、凄风
苦雨的味道。在这样一个阔大的历

史时期，各方力量盘根错节，人物
事件错综复杂，作者经过精心选
择，将东北抗联的来龙去脉叙述得
条分缕析，虽繁复却不粗糙。全书
俯拾即是的大量细节合理周全，充
盈着学术气质、文学气息。

作者手握大量资料，许多是首
次披露，鲜为人知，但他并未因此
故作高深，做居高临下式的揭秘、
渲染或臆测，而是保持住了报告文
学端方、忠诚的品格。在描绘那段
风起云涌的历史风云时，作者保持
了必要的克制、冷静和内敛，以从
容不迫的姿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
历史本身，而非流于浅层次的情绪
共振。与其说 《热血：东北抗联》
是作者对自己写作耐心的一次探
底，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作者写作潜
能的再一次释放。

时至今日，即便是手握优秀选
题，也需要谨慎对待，需要拿出更
多时间精雕细琢。精工细作的真
诚，是作品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前
提，也有助于优秀选题以更优质的
品质呈现给更多读者。

本报电（袁雨晨） 近日，中国
作协南亚国际文学交流中心 （成
都） 成立仪式暨“和衷共济·文化
多样性与南亚文学传统”学术研讨
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南亚国际文学
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中国
作协与四川省作协共同筹建成立，
成为国内继南京国际文学交流中心
和南宁东盟文学交流中心之后的第
三个区域性国际文学交流中心。

中心成立后，将与社会各界合
作，系统梳理南亚各国文学发展状
况，建设中国·南亚作家文库，推
进中国·南亚作品互译，举办南亚

国家“中国文学推广周”等活动。
中心定位是建设成开展作家交流、
文学作品互译出版、文学展览、文
学研究、版权交易保护等活动的国
际性传播平台，以文学的力量促进
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据了解，作为中国作家与南亚
作家沟通的新平台，中心将加强工
作机制建设，实现中国作协、四川
作协、成都作协、四川大学四方联
动，统筹发挥四川省南亚研究资源
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
去”，切实提高中国文化在南亚的影
响力。

读谢冕的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
花》，仿佛穿过不同时代的街巷，领
略到的是他人生中的繁花与风雨。对
我而言，这是一次身心的洗礼，也是
一次文化的修行。

简洁中有丰盈的意味

在《诗探索》编辑会上，谢冕多
次提出，我们要提倡和多发那些写得
精短、言之有物的批评文章。我想，
这也是谢老师对自己的要求。谢冕的
批评文章文字一向简洁，有发现、有
观点、有文采、有诗意。他的散文作
品更是如此。无论是对故乡的回忆、
对亲人的怀念，还是记人、记事或写
美食的文字，都是内涵深刻而外延丰
富。正如《昨夜闲潭梦落花》的序言
所说：“谢先生骨子里是位诗人，他
有着诗人的赤子之心，又有着穿透世
事的智慧，追求真理，特立独行，诗
意书写中充溢着真诚、坚忍、豁达。”

谢冕的许多短文章，能让读者自
然而然地领略古今中外文化，简洁的
叙述中总是充满了丰盈的意味。他的
文章是见文化、见性情、见时局、见
人间烟火的。见文化需要多年的阅读
积淀，见性情需要良好的自身修养，

见时局需要有洞察世事的判断力与认
知力，见人间烟火更难，它需要人活
得豁达而通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写作者是飘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他们
看上去天马行空，但多浮于表面的时
尚或沉浸于所谓的“先锋”中，忘记
了要脚踏实地，与时代融为一体。我
一直认为，那些没有人间烟火、不及
物的作品也许只是过眼云烟。

散发温暖人心的力量

谢冕的文章，无论是诗歌评论还
是散文作品，无论是写困境、危难还
是其他什么，总有一道明澈而通透的
光芒照耀。这是因为谢冕心胸坦荡，
对自己经历的世事有通透的理解。谢
冕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十分明确的看
法，但他不会随意说出，而是留有余
地，注重更进一步地思考和辨析。他
的写作同样也是在不断自省与调整中
进行的。认真读谢冕的文章，我们能
感受到他的广博与宽厚。

我曾读过一位著名诗人的散文
集，在一个公众场合，许多人都竭力
夸赞他的文章写得好，也许是看到我
一直不发言，他就私下问我对这本书
的看法。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你

写得不好，你的文章中有太多戾气，
这样的文章我不喜欢。试想，一本书
中如果充斥着忧愤之气、沮丧之气、垂
暮之气，这样的书怎么能成为好书。

而谢冕的文章有格局、有境界、
有余韵，困苦中有厚重的精神依托，
忧伤中有温暖的精神抚慰，诉说中有
文采的光芒映照，这样的文字带给我
们的是内心的感动和身心的愉悦。

宛若走进曲径通幽的花园

读谢冕的文章，总让我想起捷克
诗人、198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塞弗尔特。他晚年出版过一本回忆
录，名为 《世界美如斯》。他经历了
两次世界大战与东欧生活困苦的年
代，但他的诗中一直有无限的爱。在
晚年，他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写对生命
的感受，写对世界的认知，写对祖
国、家乡和母亲的爱。人们评价他：

“在饱经了沧桑和长期患病之后，他
的诗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表现手法
上，都已趋向于返璞归真……在他平
静的语句之下，有一个潜在的不断涌
动的大海。”他一生出版了几十本诗
集，其中有许多是写给母亲的诗，如

《妈妈的小圆镜》《一束紫罗兰》《天
上的纽带》等，都曾给予我写作的启
示和心灵的触动。他还出版过一本专
门写给母亲的诗集，名叫《妈妈》。

同样的，谢冕也有许多写母亲的
文章，或与母亲有关的文字，他那些
细微的、充满赞美与爱的文字，深深
感动着我。谢冕经历过战争的硝烟，
社会的动荡，还有中国文坛的风风雨
雨，但他没有泯灭心中的爱，他的文
字充满了智慧，阅读它们宛若穿过不
同时期的街市与炊烟，走进了一座曲
径通幽的花园，让我们不断发现生活
之美、文化之美和人生与世界之美。

我曾写文章说，谢冕是为我们这
一代诗人扛起过诗歌闸门的批评家，
他对中国诗歌发展各时期的判断，就

是一部精炼的中国新诗史。而谢冕
的散文写作，聚杂花以成束，汇千
岩而为峰，日积月累，留下阅历与
生命的芳华，为我们树立了文化人
写作的榜样。

骨子里就是一位诗人

谢冕是新诗批评家、新诗史家、
散文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诗
人。《以诗为梦》 这部新出版的诗集
主要收录谢冕两个阶段的诗，一是
1948 年至 1949 年，一是 1974 年前
后。前者呈现的是“诗人谢冕”在创
作起点留下的独特印记，那时的他自
觉、忘我地沉浸在诗歌的阅读和写作
中，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谢冕的诗
歌写作开始于三一中学，从1948年1
月到1949年9月参军之前，他写作诗
歌近200首。作为一名十几岁的中学
生，谢冕当时的诗作虽未发表，但它
们传达出真切的时代气息和生命体
验，语言洗练、成熟，堪称当时最好
的诗歌作品之一。

读《以诗为梦》中谢冕那些写西
双版纳的诗，让我想到李瑛的《枣林
村集》 和 《红花满山》。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深受人们喜爱的诗集，首
印都是几十万册。我觉得谢冕的这些
作品，并不亚于李瑛先生，他对云南
地方风情与人物的精美书写，是那个
时代难得的好作品。

现在有许多诗歌研究者不断发表
自己的诗作，有的还出了诗集，甚至
获了诗歌奖，引发一些读者的关注与
多重评说。这似乎是中国诗坛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我有一个内心的疑
问，作为著名批评家，《以诗为梦》
中收录的这些作品在后来想发表出
来 ， 应 该 不 是 难 事 ， 但 谢 冕 没 发
过。在写诗与评诗之间，他有过怎
样的抉择？

不管是评诗、研究诗，还是写
诗，总之，谢冕骨子里是一位诗人。

◎新作评介

见文化、见性情、见人间烟火
——读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以诗为梦》

林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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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说些美好的话，把天光映
得更亮，让春天更像春天。”近日，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你是
水晶、冬天、葡萄和鸟》在北京图书
大厦与读者见面。该书收录青年作家
高源创作的 66 首诗歌，这些作品用
明亮的诗意与想象力点亮万物之光，
以富有童趣、清澈动人的文字谱写生
命赞歌，曾获首届“陈伯吹新儿童文
学创作大赛”桂冠奖。

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意象作为书
名？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高源不假思索
地回答：“这是灵感来袭的产物，没有
过多的深思。”高源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经历：“我不是有意地去创作诗，主要
是灵感来的时候，甚至半梦半醒之间，

忽然就有很多奇妙的想法和非常的想
象，自然而然就把它们写下来了。”

翻开这部诗集，字里行间是诗人
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和浪漫描绘。高源
有着诗人的敏感与多情，她会在关锁
时对陪伴一程的共享单车说不舍和感
谢，会为两颗冻在一起难分难舍的水
饺难过。这些微妙的心绪，都变成了诗
句——“别拆散两颗冻在一起的饺子，
它们一同经历过严寒的磨难。”（《别拆
散》）阅读它们，能感到诗人语言的年
轻、美好，以及对纯真之心的呵护。

高源认为，阅读童诗对当代儿童
的意义在于“让孩子更像孩子”。孩
子的天性是需要保护和发展的，在这
个生活节奏不断加速、虚拟与现实的

界限愈发模糊的时代，亲近自然、充
满好奇与想象力的文字可以保护他们
的纯真与敏锐。正如深圳市爱阅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李文所言，这是一本从
心里长出来的诗集，如一条清澈的河
流，潺潺流过心田，像湛蓝的天空，
飘着朵朵白云，闯入眼帘。

在互动环节，许多小读者踊跃上
台，与作者共读诗歌：“我是造海的
人，喝下这杯白色的海，我敢打赌，
今 天 晚 上 ， 我 会 梦 见 全 世 界 的 海
鸥。”（《造海的人》） 小读者好奇地
问：“造海的人是谁呀？”高源回答：

“是诗中的‘我’，是好奇地对着杯子
里的牛奶吹气的人，是每一个体验过
这些乐趣的人。”

《你是水晶、冬天、葡萄和鸟》
中的动人文字，意在焕发童年生活的
生机与光彩。据了解，该书是“陈伯
吹新儿童文学桂冠书系”入选作品。
书系践行陈伯吹先生“为小孩子写大
文学”的理念，蓄积引领儿童“追逐
远方之光明”的力量，意在鼓励更多
儿童文学创作者坚守创新意识，努力
写好中国童年故事，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小读者绽放文学的光亮。

《书生行》（人民文学出版社） 是
聂震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事编辑
出版工作的聂震宁，对读书给人带来
的改变深有体会，他将自己的教育理
念与阅读学知识融汇进小说 《书生
行》中。一如题目所揭示的，小说讲
述的是一位“现代书生”秦子言毕业
后放弃高校留校机会，在家乡沂山实
践自己教育理想的感人故事。

秦子言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
他放弃在著名高校当助教的机会，选
择回到广西老家，同时信守承诺与未
婚妻舒甄好共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

献青春与爱。由于父亲早逝，秦子言
成为“孤寒仔”，家境的贫寒让他有
着强烈的自尊心。母亲不幸离世后，
生活的重担压在秦子言身上，他成为
学校里形单影只的“孤雁”。然而，
秦子言又是幸运的，他懂得幸福要靠
努力争取。“士穷乃见节义”“文穷而
后工”，他牢记老校长的嘱托，埋头
苦干，用功读书，最终成长成才。

沂山一中韦明熹校长对他悉心栽
培，北师大的张军处长对他各种挽
留，管理图书的陆费祥老师对他照顾
有加……秦子言一路走来，离不开人
生路上遇到的每位老师，他选择回乡
教书，便是接下了“教育”的接力
棒，延续着教育的星火。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
为本。”女主人公舒甄好谐音“书真
好”，身为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

的高材生，她比秦子言有着更为单纯
的教育理想，只要能够从事心爱的图
书馆事业，与书打交道，舒甄好便毫
无怨言。她一心为沂山一中的图书馆
操劳，哪怕学生谭壮壮抢了她的功
劳，她也大度宽宥。舒甄好摒弃杂
念，全心全意干好图书馆事业，让我
们看到了现代职场女性的风采。

聂震宁在小说中还以真挚的感情
和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批学有所成却
甘愿留在大山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群
像。小说中的沂山一中，这个貌似普
通的县级中学却是卧虎藏龙、人才济
济。校长韦明熹德高望重，不论身处
何时，都尽心尽力让老师上好课；历
史教师章绍康基本功了得，背诵大段
历史教材不在话下；语文教师盘中仁
能引经据典，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
养和思想水平；物理老师时闻天多才

多艺，能兼带音乐、美术课。
细读小说，可见“书生”身份既

是连接小说人物的纽带，也是探析小
说主题的密钥。沂山人将沂山一中的
教师们称为“一中那些书生”，言语
间虽有几分调侃的意味，但更多的是
对教师的尊重。这些“书生”有着
能 为 人 师 的 品 德 ， 善 为 人 师 的 才
识，乐为人师的精神，他们共同为
沂山中学的孩子们撑起一片通向未
来的广阔天空。

聂震宁在小说题记中说：“所有
人事均为虚构，唯有感情是真。”但
在中国的边远山区不知有多少个“秦
子言”和“舒甄好”扎根在祖国和孩
子们最需要的地方，将青春、知识和
爱奉献给当地的教育事业。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
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本报电（张立童）近日，湖南文
艺出版社“原创之春”新书发布会在
北京举行，发布近30部原创图书。

发布会上，首先推介的是以
“家园”为主题的小说。《边城》
《长河》《山鬼》《湘西》 丛书四册
收录沈从文与湘西有关的经典作
品，呈现社会剧变中人的命运沉
浮，肯定自然的生命状态，浸润着
作家深切的悲悯情怀。湖南当代作
家蔡测海的小说集《假装是一棵桃
树》 继承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传统，
用 23 篇小说呈现乡村历史与人文
关怀，是“小史诗”，也是“大方
志”。期间还重点介绍了马金莲入
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的作品《亲爱的人们》，舒文治入选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的作品《立传笔记》，杨少衡书写
中华民族海洋史的 《深蓝》，以及
东西的中篇小说集《城外》。

以“生命”为主题的发布会第
二单元聚焦“非虚构”作品。《偶
尔向生活请个假》《我的心是一面
镜子》收录学界泰斗季羡林的经典
散文，包含众生万象的描摹、旅途
点滴的记录、闲情逸趣的述说。杨
雨的《大宋词坛》将严谨的学术考
据化为娓娓道来的生动故事，讲述
柳永、欧阳修、苏轼等 20 位宋代
著名词人的人生际遇，带读者领略

宋词魅力。诗人刘年的首部非虚构
作品集《不要怕》记录其为生存辗
转多个城市的经历，骑行多年的感
悟，以及对梦想矢志不渝的追求。
诚如作者所言，“满怀诚意地打
开，满怀敬意地阅读，每个生命都
是非虚构的传奇。”这部分还介绍
了作家王跃文的 《走神》、叶舟的

《纸旷野》、纪红建的《游学·1917》
以及绘本画家、作家蔡皋的《人间
任天真》等作品。

以“在路上”为主题的发布
会第三单元，推介年轻出版品牌

“灯塔”图书系列，展现出版业
“永远在路上”的青春心态。青年
作家、译者苏枕书的 《念念平安》
是她与友人的 44 通书信合集，记
录了作者在故纸堆与山川自然中的
漫游，透露着对东亚历史人文的独
到观察。作家、编剧殳俏的长篇小
说 《诞生乐园》，青年诗人焦野绿
的诗集《我的身体里，有一朵巨大
的玫瑰》，插画师天然的漫画绘本

《格里格外》 等作品折射出年轻创
作者的活力。

据悉，今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
“原创之春”新书发布会举办的第
19 个年头。多年来，湖南文艺出
版社以打造原创文学精品为己任，
成功推介上百部优秀作品，助推当
代文学出版高质量发展。

湖南文艺出版社发布2024年重磅新书

中国作协南亚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成都）成立

《你是水晶、冬天、葡萄和鸟》：

用诗意点亮万物之光
张立童

为边疆孩子撑起爱的天空
——读聂震宁长篇小说《书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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