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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电 光 一 掣 光 闪
天 ，洪 波 直 泻 无 回
旋。饥鹰脱鞴兔走
穴 ，驰 轮 下 阪 箭 离
弦。君看我舟疾如
驶 ，世 间 快 事 那 有
此。潮头拍拍鸥乱
飞 ，舟 人 叫 绝 篙 师
喜。一山当头一对
面 ，倏 忽 两 山 都 不
见。群山转瞬眼欲
花 ，况 又 山 头 云 万
变。江随山转气益
骄 ，蹴 沙 啮 石 波 横
跳 ，山 虽 百 折 舟 一
直 ，拍 耳 犹 觉 风 刁
刁。风声水声相鼓
荡 ，舷 倾 桅 侧 终 无
恙。风乘我耶我乘
风 ，便 凌 霄 汉 游 天
上。年来足迹遍五
洲 ，浮 槎 曾 到 天 尽
头。长风破浪奚足
道 ，平 生 奇 绝 输 此
游。忽闻隔岸唱邪
许 ，纤 夫 努 力 力 如
虎。百丈横牵上濑
舟 ，三 朝 三 暮 见 黄
牛。

这 是 梅 州 籍 的
晚清伟大诗人黄遵
宪于 1886 年春作的
一首著名的乐府诗

《下水船歌》。诗歌
描写他在 1886 年春
潮骤涨时由松江（即
现在的松口）乘“下
水船”到潮州出海时
的情景，原诗稿题为

《

春江骤涨顺风行舟由松江达潮州仅数时耳，时
丙戍正月也》。

诗人于 1885 年 8 月御任美国旧金山总领
事归国，次年春乘船从松江（即松口镇）至潮
州。诗人所乘的应是风帆轻舟，由于水流湍急
和下水船快，此时心情爽快，这首七言歌行以

“太白之狂，东坡之豪”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
表现出来。

《下水船歌》开篇便抓住了风帆轻舟下水
急驶的瞬间，一连用了几个比喻：“电光一掣”、

“洪波直泻”、“饥鹰捕兔和奔驰轮下阪箭离弦”
的速度，写出了韩江春潮水涨时船行之速，水
势之猛，有声有色，渲染传神。此时诗人由于
心情“爽快 ”，也许不知或忘却了这“凶与
险”，反而感到“君看我舟疾如驶，世间快事那
有此”的感觉！兴奋喜悦之余，看到驾舟的篙
师们精准地用“竹篙”指点河边巨石，驾着轻
舟，在弯曲的韩江上疾驶，飞起的惊涛骇浪，群
鸥飞翔在浪花之中。耸立的群山，转瞬之间便
消失了！风速船猛、波涛汹涌、江水拍击、江风
刁刁，风声水声相互激荡，诗人似觉这些描写
还不足于表现这个场景，便把读者的视线引向
两岸，扑入眼帘的更是翻滚的多变的层云。“舷
倾桅侧终无恙。风乘我耶我乘风，便凌霄汉游
天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作者已物我两忘：
快意跃然纸上！

“年来足迹遍五洲，浮槎曾到天尽头。长
风破浪奚足道，平生奇绝输此游。”黄遵宪的一
生，多事任外交官的生涯。在任美国旧金山、
新加坡总领事之前，曾任大清驻日、英使馆参
赞。真乃“足迹遍五洲”，当年的交通，当然是
乘海船的，“长风破浪”对他来说，是“家常便
饭”，但在春潮骤涨的内陆河中乘“轻舟下水”
可能是第一回，所以他感到特别的愉快。当
然，旅行途中畅爽的心情，更会使诗人觉得如

“春风得意”！所以，他用“平生奇绝”来表现此
行的快意一点都不过分。

我家乡是松口的下游韩江边上，上世纪70
年代之前，交通不便，我从老家丰顺来梅州，还
必须从小胜渡口或潭江坐小轮船到梅县松口，
再由松口转坐汽车或更小的轮船再由松口至
梅县下市码头。那时候，从小胜渡口或潭江坐

“上水”船，大约需20个小时。当年的“小轮船”
始发站是潮州，终点站是梅县松口镇。大约早
上 7时左右从潮州开船，沿途的大站是丰顺的
溜隍、潭江、大埔的高陂等地。船到丰顺潭江，
已是当天下午 6 时左右，要第二天下午 6 时左
右才可到达松口。在松口住上一晚，第二天改
乘由松口至梅州汽车或更小的“轮船”，早上6
时左右从松口出发，大约当天下午 6时左右才
可到达梅县。

我是韩江边长大的，深谙韩江春涨时的乘
“下水船”的“快感”与惊险！回首少年时代在
韩江边上的潭江镇读书时节，曾无数次在春涨
时节坐这小木船“上水”与“下水”，或“横
渡”，亲眼看到过两次韩江春涨时舟船倾覆沉
没，当年发生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当年，我
们梅州和闽西的客家人就是沿着这条韩江（大
埔三河霸以上叫梅江）这条黄金水道，走向东
南亚，经商贸易、打工谋生，迁徙到世界各地。

正如著名作家张胜友《闽江·映象》说的：
沿江两岸的人们，则“富家以财，贫人以驱，输
中华之声，驰异域之邦”。

松口，或许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个大码头！

松口，或许也是“一带一路”之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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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人 民 文 学》
杂志以自主开发“醒客”
阅读App，自创数字阅读品牌。醒客
App 是以手机阅读为主的新媒体，类似于

“豆瓣阅读”的丰富而分类清晰的内容，
醒客跟微信公众号捆绑在一起，又有自己
的独立性，醒客的“盒子”是平台重要的
内容组合方式，读者能从中查到很多资
料，类似开放的公益图书馆。《人民文
学》 在醒客上尝试和各地市合作，推进全
民阅读，希望为读者提供雅致和丰富的阅
读线索。

以 《人民文学》 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期
刊不满足于以往数字化实践中的“客场”
身份，为传统文学作品在数字化环境中的
价值实现探索出路。

利用新媒体优势传播推介
文学期刊

作为国内权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
学》 在新媒体的合作与尝试上也走在前
列，杂志官网、官博开通已近 10 年，如
今还设立微信公众号，粉丝和关注度一
再攀升。今年，《人民文学》 设法购进了
多套历史合订本，打算把所有内容数字
化，其资源涵盖“五四”新文学以来直
至当下新产生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如果
能建成数字库，并在 App 平台上应用，
将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很有价值的资
料。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希望，《人民
文学》 在与新媒体融合、在全媒体开发过
程中能够得到更多支持，做出更大影响，
带动大家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学。他认为最
可靠的方式，是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

“自主开发、独立运营。”
“如果只在网站或微信上刊发当期的

内容，那跟杂志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希望
在数字平台上和读者互动。”施战军说，

“文化精品需要载体，目前看除了纸质别
无更好选择。也许过一段时间会被多媒体
代替，但是从选稿、编辑、审稿、校对的
认真严谨程度上看，从保证质量和可留传
度上看，纸质杂志无可替代。目前在醒客
和微信上做文学推广，还是以刊物为核
心，做外围的有益补充的工作。”施战军
说，《人民文学》 不求爆发性的效果，也
不以刺激性的东西吸引眼球，文学还是应
该有自己的风度。

《十月》 杂志与新媒体的合作包括：
利用新浪微博、博客、豆瓣小站等工

具，与作者、读者群体互动交
流，利用百度云盘、百度知

道等平台，发布、分
享目录文档等

相 关

资料。
2014 年，《十月》 在亚马逊 Kindle 线

上商店推出了期刊电子版出售。2015 年
起，《十月·长篇小说》 通过北京报刊发行
局捆绑销售期刊电子版。

目前，《十月》 杂志在官方博客和微
博上对杂志历年经典名篇、经典作家、杂
志历史进行了资料整理与普及工作，《十
月·典藏时光》 经典作品文库电子版，也
即将在亚马逊 Kindle电子书商店发布，届
时读者可一览小说、诗歌、散文等各文类
35 年、共计 8 卷 500 余万字的经典作品，
这些内容是当代文学30多年发展史的历史
见证。

《十月》 副主编陈东捷介绍，通过博
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构建出一个 《十
月》 文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形成了

某种公共的情感体验和智力生活，比如读
者对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滚钩》 等作
品的热评和讨论。

《北京文学》 很早就关注互联网和新
媒体的发展，在 2001 年就与“新浪读书”
合作推出了 《北京文学》 电子版，这在当
时的全国文学杂志中当属首创。

从 2004 年开始，该刊又与
龙 源 国 际 期

刊网合作，推
出海内外电子阅读版。“与
新 浪 和 龙 源 的 合 作 初 衷 ，
是想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广
宣传杂志，最大限度扩大
刊 物 的 影 响 。 现 在 看 来 ，
主 要 效 果 还 是 在 宣 传 上 ，
经济收益微乎其微。”《北
京 文 学》 主 编 杨 晓 升 说 ，
刊物很早就有官方博客和
微博，微信公众号则是今
年 元 旦 才 开 通 ， 官 方 博
客、尤其是微博的活跃度
和人气在全国文学期刊中
迄 今 也 属 领 先 。 通 过 博
客、微博和微信，编辑尝到了与读者及
时沟通的甜头。

版权难题困扰多媒体融合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认为，
文学期刊数字化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传统的阅读方式跟电子时代的
阅读方式怎么交接，读者层的更替
如何适应，还需要以新的方式探
索。”

在新媒体合作中，程永新坦言
技术性的工作耗费较大精力。“除
了介绍新的内容，《收获》 还刊登
过去的作品，这就必须争取作家们
的授权。但是作家的长篇小说在刊
物发表后会出书，图书版权往往和
电子版权连在一起，因此版权争取
就有些困难。”尽管如此，2015 年
的纸质订阅比较平稳，《收获》 的
淘宝店和亚马逊店的销售也稳步增
长，尤其可喜的是，微信公众订阅
号已有4万多人。

《当 代》 的 新 媒 体 之 路 始 于
1999年，自龙源期刊网进入电子出
版领域。“2010 年前后，我们开始
和中国知网合作，收入虽然不多，
但是电子化能吸引青年读者，有利
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所注意的
就是，在电子出版物中，反复申明
只有刊物的整体版权。”《当代》副
主编杨新岚说。

近日，《当代》 网站重新开张，微博
和微信几乎一日一更新，起到了联系作家
和读者、扩大影响的作用。

因为《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
或不健全，造成了网络侵权的界定之难，一些
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期刊发表的中、短篇
作品的网络版权被盗用或贱卖，一些文学期
刊和选刊也曾因此被作者告上了
法庭。

内容是文学期刊的最大价值

网络的兴起无疑对文学的流通甚至创作
产生重大影响。《钟山》主编贾梦玮说：“网络
也只是媒体，对文学内容、文学精神无法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先进、快捷的媒体，如果没有
优秀的内容，也只能是‘空转’。所以《钟山》
的核心任务还是发现、催生优秀的文学作品，
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人在网络时代的灵肉遭际
和困境。在此前提下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让
读者以方便、喜欢的方式阅读《钟山》，让《钟
山》发表的优秀文学作品影响更多的人。网
络不是文学的敌人，也不是文学的救星，而是
文学的新工具。”贾梦玮表示，《钟山》的电子
版用户在不断增长中。

杨晓升也表示，他们将全力办好《北京文
学》，力推精品力作，最大限度保证刊物应有的
品质和影响力，同时密切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动
向，持续培育关注度和粉丝数的增长，以便进
一步扩大对每期内容和杂志的宣传。

面对新媒体的膨胀，《当代》 也在观
察和思考，力求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风
格，坚持文学记录中国，老老实实办好自
己的刊物，通过更多的渠道，为时代，为
人民呈现一个精品级的文学刊物。

《人民文学》 第一任主编茅盾在 《发
刊词》 中说：“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
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
学。”施战军认为，茅盾所说的这番话是
一本杂志历久弥新的文脉，也给我们在新
的历史时期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提供了渊源
般的动能，那就是：抓原创精品，以
扎实、踏实、充实的文学劳动，
努力促进更多民族原创性
精品力作涌现。

文学期刊
搭建数字阅读平台

宋 庄

去墓地整理灵柩的那个黄昏，暮秋的
夕阳在村里的路上洒下一片金黄的光影。
教堂旁的公墓格外的宁静，只有几只游散
的乌鸦，藏在墓碑的花丛间，把落日叫得
绵长。

我看到公公失去生命的身体，病魔的
折磨，将我们阴阳相隔，然而死神的呼
唤，却没有把老人家慈爱善良的音容笑貌
从人间带走。泪光中，往事像倒流的桥
段，模糊了我的视线。

初次看到我的瑞士公公，是在 12 年前
我刚来瑞士留学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公公穿着白背心粗
布裤推着铲草机在苹果花盛开的园子里劳动，一双大水鞋
粘满了泥土，乍看像个典型的山区农民。看到儿子身后的
我，他停下手中的园艺活，热情地迎上来和我紧紧地握
手，笑容格外慈爱善良。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瑞士老
人，通过日后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我了解到，在他的生
平，曾经担任过UNESCO巴黎以及国际劳工局日内瓦总部
的顾问以及瑞士教育研究协会创始人等重要角色；曾经积
极奔走热心救助过匈牙利十月事件中逃亡瑞士的难民；曾

经好多年无条件地把自己家中的房间腾出来让给避走瑞士
的难民居住；曾经为欧洲教育事业写下蔚为可观的学术著
作然而一生淡泊名利，谈吐作风处处透视着瑞士人的质朴
和低调。

这是一个人，也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一个社会和民族
的气息和光泽。

在瑞士，政府公职人员都普遍这般低调朴实。国家对他
们亦一视同仁不搞特权主义。我新婚早期住在日内瓦Paquis
区的时候，当时瑞士在任女总理露特·德莱富斯也住在同一

个区。那时上下班曾几次在区内的街道见
到她。她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神态自若，身
边既没有保镖，也没有随从。过路的行人哪
怕认得她，也没有人表现得大惊小怪。

今日的瑞士，社会规章，事无大小，
一切均有完善自觉的社会秩序。民风之
纯，细微点滴，让人暗暗惊叹。比如说在
城市，街头自动售报机是敞开式的，市民
自取报纸投币付款完全靠的就是自觉性。
公共汽车上的司机是不负责查票的，乘客
购票与否靠的也是国民的自觉性。在乡间
的村落，小农户门前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没
有人看管，苹果青菜土豆鸡蛋整齐地堆在
农家门口的一角，村里前来购物的左邻右
舍按指示价目表放下钞票然后自取所需，
已经成为瑞士和谐社会的一幅经典插图。

轻轻地把玫瑰花瓣铺在公公的身上，
我慢慢地放下那双苍白的手。爱之忆念，

萦绕心头，切肤之痛，无以排解。回首前
事，犹记得公公生前常常趁着工作的空隙
伏在花园里锯木除草，教导我自然之可
亲，勤劳之可贵；犹记得当我还是外国学
生身份留学瑞士的时候，公公为授予我宝
贵的知识，偶然会趁着外出讲学的机会带
上我这个旁听生；犹记得 2001 年举家同游
云南的时候，公公婆婆在路上提早兑好零
钱送给山区需要帮助的孩子；犹记得当我
决定在阿尔卑斯山下许下终身的时候，我
和先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看到我的犹

豫，公公婆婆坚定地对我说：“不怕，从今以后，你是我们
的中国女儿，有什么事情，有瑞士爸爸妈妈在你身后。”

夕阳暖暖地投影在墓地上，给每一个墓碑锁上一层璀
璨的金边。几个吊唁者提着花洒在墓碑前的花丛间浇水。
婆婆告诉我，他们都是旁边养老院的老人，经常过来给已
故的家人和朋友祭坟。

哦，老人院竟然就盖在墓地旁边？教堂钟声响起的时
候，圣灵般的旋律回荡在整个村落。我在夜色渐浓的路上
回望那些排列整齐的墓碑和公墓旁边的养老院。仿佛间，
过往人生的各种纷扰，来时路上的执著纠缠，都在此刻倾
听生死平和的天籁之音和一种敬畏自然的态度下，衬托得
微不足道。来于自然，归于自然。

纪弦文物文献捐赠现代文学馆

诗人纪弦文物文献捐赠仪式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举行。纪弦是台湾诗坛的三位元老之一，在台湾诗
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仅创作极丰，而且在理论上
也有建树。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他的诗极有韵
味，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成为台湾诗坛
的一面旗帜。这次纪弦家属给现代文学馆捐赠有近千
册纪弦藏书，170多封信札及纪弦书房的陈设及其他相
关资料。纪弦之子路学恂说，纪弦一生为诗，直到
2005年生病时才停止写诗，他是一位爱国诗人，晚年
还写有诗歌 《还我钓鱼台》。他的文物文献捐赠文学
馆，他在文学馆得到永生。

□散文

天地晖映契阔情
朱颂瑜（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