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
作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具分量
的“主流”“主线”之一。随着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的推进实施，相关主题作
品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得到了提
升，并涌现出《宝水》等诸多反
映乡村真实场景的生动作品。4
月8日，第二届武汉书展开幕当
天，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与湖北省
作协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李
修文做客全民阅读“红沙发”
系列访谈，围绕“关注时代价
值 书写乡土中国”主题，与现
场读者分享各自对文学创作与阅
读的感悟。

从生活现场汲取能量

“我是特别依赖现场的作
家，尤其是写 《宝水》 这样的
小说。”去年 11 月，乔叶在第
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现
场提到，“生活中有创作需要的
一切。”生活现场赋予了乔叶庞
杂的、生机勃勃的、扑面而来
的力量，这对她来说是特别重
要的经验，也是让 《宝水》 充
满生命力的源泉。

“生活现场能够修改成见，
也能赋予新见。”乔叶坦言，着
手创作 《宝水》 时，为了摒弃
二手资料和童年记忆带来的乡
村刻板印象，她开始“跑村”
和“泡村”。“跑村，就是看全
国的乡村样本；泡村，就是找
几个点位长期跟踪和观察。”
在 跑 村 和 泡 村 中 ， 乔 叶感触
很深，“我看到了当下的乡村
中 生 机 和 问 题 并 存 的 状 态 。

《宝 水》 里 写 了 很 多 这 种 状
态，就像庄稼地里有着肆意生
长的野草，也有茁壮成长的嫩
苗，二者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共
生的局面。”

“ 《宝水》 既是讲宝水村
的故事，也是在写朴素、宝贵
的民间力量。我想把大而化之
的东西还原到生活中去，还原
到最基本的人性中去。”乔叶
表示，《宝水》 中的语言是来
自民间大地的语言，比如镇长
解 决 村 里 问 题 的 时 候 ， 他 说

“弯刀就着瓢切菜，这事就该这
么办”，这种语言让乔叶在生活
现场频频受到触动。“我遵循
的 写 作 的 伦 理 ， 就 是 到 现 场
去 ， 诚 实 地 倾 听 、 认 真 地 表
达。我看到了很多，也基本上
把我所看和所想的东西，经过
挑选、梳理、整合之后，以文
学的方式放在 《宝水》 里进行
表达。”

“ 《宝水》 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在场’，是美学和文学
品质的‘在场’。”李修文指
出，《宝水》的好在于“比翼双

飞”，体现了鲜活的乡村场景，
这是作家与书写对象紧密融合
的“在场”；同时作品自然的语
言风格与文学表达，让方言在
当下的时代语境下被激活，也
将“现场”传递给了更多未曾
到场的读者。“我们强调一个作
家在不同的时代，通过变换自
己的生活方式走向远方，可是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传达你从远
方、从人群当中听到的、见到
的那些东西？一个好的作家，
起码是一个转述者、一个讲故
事的人、一个转译者，这是一
个作家终身的功课。”

“我们从生活里采撷了许多
养分，但是如果不能把它变为
一滴甘露倾泻出来，恐怕也不
能完成一个真正让人信服的文
本。”读完 《宝水》，李修文坦
言 自 己 产 生 了 一 种 安 全 感 ，

“书写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作
家投入自己的生命，和他要叙
写的对象肉搏、亲近、产生暖
意，像电光石火一样。”李修
文表示，这种在场感正是 《宝
水》带给他的震撼。

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在场’很重要，‘出
场’也很重要。”乔叶表示，

《宝水》在展现乡村发展面貌的
同时，也写出了人和故乡的关
系，“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
地。形容故乡、地域对我的作
用，就像我在它的内脏生长一
样。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回
到故乡又离开它，离场之后才
能更清晰地观望它，更理性地
思考它。”

“对我而言，故乡是一个不
断生长的概念，我还蛮喜欢说故
乡是生长的文学。”乔叶感受
到，随着距离感的产生，故乡
的概念也变得有弹性，“正如故
乡在美学意义上发生的变化，

‘新’这一概念也是相对的。”
谈到《宝水》中对于新时代“新
农人”形象的塑造，乔叶表示，
所谓的“新”都是在“旧”的基
础上生根发芽，在《宝水》中也
处处可见新旧交融的辩证存在。
如写孟胡子的时候，乔叶梳理了
乡建的脉络，了解到晏阳初先
生、梁漱溟先生所开展的乡建运
动。“就文化脉络的意义来说，
孟胡子这样的乡建专家是一个

‘新芽’，但这棵树却是叶大根
深。”再比如大英这样一个村支
书的形象，她在做工作的时候
充满了“小心机”，时而狡猾，
时 而 开 明 上 进 ， 她 跟 着 政 策
走 ， 又 有 着 封 建 、 保 守 的 一
面。“我在生活中见到这样的乡
村女干部时，都会被她的真实性
所打动，所以我愿意在文本中表
达这样的‘新’。”

李修文认为，相较于以往的
乡土文学作品，《宝水》 敏锐地
抓住了时代发展中人们精神状
态和物质状态的变化，从而让
整 部 作 品 变 得 轻 盈 。“ 《宝
水》 首 先 是 作 者 重 新 发 现 故
土，让自己的身体在故土里面
重 新 生 长 的 故 事 。 它 是 真 实
的、充满生机的、孕育着各种
各样的可能性的。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这称得上是一本‘有
新质’的小说。”

读书之道在于读经典

当天参加武汉书展看到孩子
们现场表演的《上春山》时，乔
叶深受触动，“正所谓‘书山有
路勤为径’。我就在想，能让我
们一年四季都有收获、最有意义
的山，便是书的春山。”

“读书之道在于读经典。而
经典的魅力在于永远大于我们
的 人 生 ， 永 远 伴 随 我 们 的 成
长。”乔叶表示，“经典是常读
常新的，我们在每个年龄阶段
重 读 经 典 都 会 产 生 不 同 的 理
解。”乔叶以 《红楼梦》 为例，

“20岁时看到的是风花雪月，30
岁时看到的是人情世故，40 岁
时看到的是通透、悲悯，现在
再读，仍能从中有所收获。”

“品读经典要趁早。”乔叶
指 出 ， 孩 子 越 早 涉 猎 经 典 越
好，同时家庭阅读氛围的培育
也很重要，“父母安静地读书，
孩子自然而然地就会去读书。”
乔叶说，一直以来自己给孩子
们 推 荐 的 “ 六 一 ” 读 物 都 是

《小王子》，“这是一本能够陪着
我们长大，但是不会让我们变
老的一本书。”

对此，李修文认为，一个
孩子读不读经典，对他人的理
解力、同情心完全不同。“读书
就是读艰难的书，读读不懂的
书。尤其是青少年要尽早阅读
经典，从而建立自己和世界相
处的底气和底盘，帮助我们生
活得更加稳固，让我们面对生
活时不至于狂喜，面对困难时
也不至于顿时就放弃。”

写作和阅读一样，对于一
名作家而言，不同的创作阶段
感悟也不尽相同。“我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喜欢写作。我们说
写作是一个作家的生命，过去
体验没有那么深，现在真的感
受到写作就是上天给我的一颗
灵丹妙药。”李修文表示，对
于写作的热爱乃至狂热让他感
受到治愈的能量。这番感悟也
引发了乔叶的共鸣：“有人问
我，如果我没有通过写作得到
什么奖赏，那我还会写吗？我
的答案都是——会写。因为能
够写作，这本身就意味着莫大
的奖赏。”

书写生活现场 阅读永恒经典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李婧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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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沙发”访谈·武汉专辑

主题：我们都是“长江的孩子”
嘉宾：儿童文学作家、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 徐鲁（左二）

武汉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向梅（右二）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党总支委员、活动部主任 林翔（右一）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范燕莹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从青藏高原发源，流经 11
个省区市，贯穿了大半个中国，
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和长江文
化。近年来，“长江”成为多家
出版社的一大重要出版选题方
向，其中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

“长江的孩子”儿童文学名家名
作系列丛书就是一套以长江为主
题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4 月 8 日，儿童文学作家、
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徐
鲁，武汉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朱向梅，武汉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党总支委员、活动部主任林
翔做客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
访谈。在3位嘉宾看来，他们分
别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
儿童阅读推广人，尽管工作岗位
各有侧重，但“我们都是‘长江
的孩子’”，对传承长江文化非
常有意义。

给孩子最清澈的爱

儿童文学作家徐鲁是创作的
多面手，他的很多作品不仅仅以
长江为题，而且将其作为作品里
面的主角来写。比如，小说《追
寻》就是以白鳍豚专家刘仁俊和
白鳍豚“淇淇”为原型，讲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访谈现
场，徐鲁回忆起他小时候第一次
见到长江的情景，那时他只有
15 岁，从胶东半岛的小山村到
湖北来，由于交通不便，当时从
山东到湖北，这一路要走 12
天。当年徐鲁离开家乡的时候，
胶东半岛还在下大雪，他沿着长
江往上走，发现长江两岸春天已
经到来，两岸金黄色的油菜花正
在盛开。“我在山东老家是看不
到油菜花的，到湖北第一次看到
油菜花，长江这么美。”这是徐
鲁最早对长江的印象。

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长江
的孩子”系列丛书 （第一辑），
收录了徐鲁的《在那遥远的小山
村》，作品以其童年时代生活的
小山村为背景，怀念已经远去的
童年时光，歌颂那些留在童年的
长夜里的美好记忆。作为出版
方，朱向梅表示，江城是武汉的
别称，长江文化、长江文明刻在
每一个武汉人的血液中、基因
里，武汉出版社一直以传承、弘
扬中华文化、长江文明、荆楚文
化、武汉文化为自己的使命。作
为一名曾在宣传战线工作多年的
人，朱向梅敏锐地认识到，长江
是今后一个时期出版界的重大选
题。武汉出版社已经有《中华长
江文化大系》《长江文明通史》
两套长江文化的大书在手，如今
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呢？她和同事
们一直在思考。

朱向梅介绍说，“长江的孩
子”系列丛书与武汉的全民阅读

非常有缘。2018 年，武汉出版
集团开始承办书香武汉·全民读
书月，4月23日，武汉市全民阅
读促进会成立，儿童文学作家董
宏猷当选第一届会长。4 月 26
日，她和董宏猷在武昌参加一场
名为“长江的孩子”的董宏猷儿
童作品专场朗诵会。在现场，她
被孩子们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
儿童文学作家的渴望和热爱深深
震撼。她几乎是在会场与董宏
猷达成共识，要出版一套面向
孩子和未来的大书，丛书取名

“长江的孩子”。“我们希望通过
这套书，为中华民族书写新时
代 长 江 的 故 事 ， 为 今 天 的 孩
子、祖国明天的建设者奉献一
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生命和精
神成长之书。”朱向梅说，有好
书 相 伴 的 日 子 实 在 是 太 美 好
了。她希望能够有更多孩子走
进书店进行阅读，有更多孩子
能够接触优秀儿童文学作家，
让他们从小得到最纯洁、最清
澈的爱的滋润。

“关乎文学，更关乎情怀”

“长江的孩子”系列丛书从
2018年4月开始孕育，2019年4
月出版第一辑，是知名儿童文学
作家董宏猷、徐鲁、萧袤、黄春
华、林彦、舒辉波等6位儿童文
学作家作品的精选集，由董宏猷
任丛书主编。2022年，“长江的
孩子”（第二辑） 出版，集合湖
北本土儿童文学作家伍剑、彭绪
洛、陈梦敏、张年军、周羽、叶
子紫等6位作家的作品精选和原
创新作。2023 年徐鲁接棒开始
丛书新一辑的出版工作，“长江
的孩子”（第三辑） 汇聚了陆
梅、徐玲、唐明、廖小琴、杨
巧、李伟、邹超颖等儿童文学作
家的作品精选和原创作品，目前
这套丛书已出版19本。

“长江的孩子”系列丛书希
望向青少年展现长江流域丰富、
多元、不同的文化，那么，什么
样的作家作品能够收入到“长江
的孩子”当中？丛书主编徐鲁花
费了很多心血。徐鲁说：“君自
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长江的
孩子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从长
江的源头到崇明岛的入海口，庞
大的水系不仅养育了万物，而
且养育了两岸的文明。在约请
作家来写这套书时，除了反映
作家所处的长江那段的生态景
象，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当地的
人文、历史、民俗的文化形态
有所呈现，这对作家来说也是
一个巨大的考验。在“长江的孩
子”中就能看到从长江源头到入
海口不同文化形态里成长起来的
孩子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写书也好，编这套书也
好，如果我们价值观不一致，也

很难走到一起，包括选作家也是
这样的。简单地讲，这关乎文
学，更关乎情怀。”徐鲁说，希
望能够润物细无声一般，为下一
代培养温润的家国情怀，引导他
们形成清晰的、明亮的、健康的
价值观。

朱向梅表示，“长江的孩
子”现在已成功注册了商标，目
的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持久地做下
去。相对于浩瀚的儿童读物来
讲，这套丛书的规模就如长江里
的一朵浪花或者一股细流，但他
们坚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
出版人和读者的共同努力，将形
成一条奔腾的河流。

以身为“长江的孩子”而骄傲

“我是一个在图书馆长大的
孩子，在原来图书馆的楼上就能
看到长江。”林翔是在长江边长
大的孩子，对长江有着特殊的感
情。从事阅读推广 20 多年的他
认为，有情怀、有责任感，还要
有很多的创意，这是儿童阅读推
广人所必备的素质。武汉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近年来打造的品牌活
动“我是长江的孩子”就是一个
很有创意的活动。

林翔介绍，“我是长江的孩
子”阅读推广项目受到“长江的
孩子”系列丛书的启发。2022
年4月2日国际儿童图书日，第
一期“我是长江的孩子”云上研
学活动举办，带孩子们线上“打
卡”长江沿线城市，将文化传
承、童书阅读、长江美景融为一
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后

“我是长江的孩子”这一云上研
学活动一直保留下来，今年共有
15 个长江沿线的图书馆共同参
与这一活动，主题是“非遗文化的
云端探索之旅”。在林翔看来，它
是通过儿童视角来展现长江流域
丰富多彩的文明，跟以往看到的
一些关于长江的纪录片完全不
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
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多、更深入
地去认识和了解长江，传承长江
文化，并且能够以身为一个‘长江
的孩子’而骄傲。”林翔说。

谈及如何做好当下的儿童阅
读推广，林翔坦言，前些年在做
阅读推广的过程中，覆盖面以城
市为主，但是近几年，期待让阅
读推广走到更多的乡村。于是，
去年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
了“种子落山乡、书香煦未来”
阅读进山乡活动。该活动是“我
是长江的孩子”的重要组成部
分。借此机会，他们去了湖北省
内如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
地的乡村。在林翔看来，这项活
动能够促进城乡少儿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希望山乡的孩子也能感
受到城里孩子的阅读，并帮助当
地建立起长效的阅读推广机制。

我们都是“长江的孩子”
□本报记者 范燕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