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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手捧《西湖十景》《千里江山
图》《听漏》等书，翘首以盼；将近两个小
时的对谈，干货满满，赢得现场读者雷鸣
般的掌声⋯⋯

昨天上午，“2024 茅盾文学奖得主
主题分享”对谈活动在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 1 号馆举行。茅盾文学奖得主、知名作
家刘醒龙、孙甘露、王旭烽莅临现场，畅
谈各自新作、创作心得，以及获奖作品背
后的故事，和与会者展开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精彩对谈。

聊乡愁——
“把对城市的情感转化成作品”

活动现场，王旭烽携新作《西湖十
景》系列丛书亮相。书中，王旭烽从西湖
的十处景观出发，结合鲜活饱满的故事、
地道真实的市民生活、悠久的民间传说
及数十载的城市变迁，展现了她心中“琢
磨不透”的西湖。

“我是杭州人，但我外婆是宁波人，
我从小跟着外婆住在奉化，长大后也乡
音未改。养育我的江南山水，给我提供了

源源不绝的创作源泉。”
王旭烽说，她在写作中的切口比较

小，但是用情却很深，对日常生活怀有特
殊的情感。

《西湖十景》就像王旭烽写给家乡的
10 封“情书”。翻开书籍，“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烟火气和“琴棋书画”的文化味相
融的江南之美，随着文字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我对
西湖和浙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把对这座自己一直以来生活的城市的
感情，转化为这部风格独特的作品。”王
旭烽说。

对于外婆的故乡宁波，王旭烽同样
不陌生，她说自己“从小就接受着宁波文
化的熏陶”。

“由我担任编剧、茅威涛领衔主演的
越剧新创剧目《藏书之家》，在天一阁现
场演出时，我和所有观众一样，看了以后
热泪盈眶。我以该剧向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致敬，向家乡的藏
书人身上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
信念和品格致敬。”王旭烽说。

孙甘露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
江山图》，同样是以城市为基底。

龙华、黄浦江、北站、赛马票、鱼生
粥、牛奶棚、旋转门⋯⋯颇具上海特色的
命 名 ，串 起 全 书 34 章 的 目 录 。小 说 以

1933 年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
大转移为背景，讲述了上海特别行动小
组在实施“千里江山计划”时，克服各种
困难危险，勇敢完成任务的故事。

在《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试图通
过小说叙事，去回溯时代的风貌，“通过
街巷和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
市的记忆”。

“每个人对故乡、对他出生和成长的
地方都会充满感情。不管故乡是在乡村
还是在城市，当我们提到它、想到它时，
都会有很多难忘的生活记忆随之涌现，
或快乐，或悲伤，永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
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孙甘露说。

聊创作——
“和读者穿越到不同时空促膝长谈”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
作家，《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
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地位。

2023 年 8 月，孙甘露凭借小说《千里
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部
小说用文学的方式，在纵横交错的叙事
中，想象和呈现着历史发生的过程。

“读起来很带感”“感觉像在读侦探
小说”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如何将红色革命小说写得“抓人”？
孙甘露透露，“秘诀”在于处理好两个维
度的关系。“小说的处理方式是当下的，
但内容背景是 90 年前的。我认为任何一
部文学作品的写作都面临两个维度，一
个是小说内容和历史的关系，另一个是
写作方式和当下的关系。”孙甘露说，今
天的写作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对当下的
反思。

孙甘露将这种与当下结合的写作，
称为“让作者和读者一起穿越到不同时
空促膝长谈”。

刘醒龙则用他的作品《听漏》中的一
句“考的是古，答的是今”来作呼应，完成
了一次作家和读者的“促膝长谈”。

2011 年，刘醒龙凭借长篇小说《天
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活动现
场，刘醒龙带来“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
说的第二部《听漏》。他提到，小说《听漏》
以“九鼎七簋”为主题，各路人马试图破
解其中隐含的先秦文化奥秘。

昨天，刘醒龙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
“青铜重器”系列考古小说背后不为人知
的故事。

湖北省博物馆离刘醒龙家只有一站
路，他不知进去看过多少次，从没有被谁
认出来，偏偏 2004 年那一次，博物馆一
名工作人员认出了他，自告奋勇地领他
去看摆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盘。第一
眼，他就被迷住了，一个念头出现在脑
海里，觉得可以将曾侯乙尊盘写成一部
小说，从此开始全方位留意这件“国宝中
的国宝”。而对青铜重器的关注，是在他
写作《蟠虺》之后。在刘醒龙看来，相比从
殷商开始的青铜文明，两周时期的青铜
重器承载的东西更多、更重、更复杂、更
有文学性。

“我在小说写作中引入了一个特别
的角色‘听漏工’。这一次，读者不再只是
隔着玻璃看青铜器，而是随着‘听漏工’
扮演的衔接的角色，把日常生活与考古
工作衔接起来，找到沟通现代和春秋战
国时期的桥梁。”

王旭烽带来的《西湖十景》，则是对
西湖“前世今生”的一次穿越。在她看来，
西湖很美，很有底蕴，可以成为一个非常
好的虚拟空间。“你不一定要把西湖跟西
施捆绑在一起，但你可以跟苏小小、白娘
子、林徽因等都‘邂逅’一回，这里有很多
让你虚构的空间。”

聊阅读——
“浙江书展可媲美世界大型书展”

作品之外，三位作家谈到了各自对
书展的看法，以及对宁波全民阅读氛围
的感受。

书展是阅读，是遇见，更是一个文化
场域。它带来沉浸的厚度，以及人与人之
间连接的温度。

这是孙甘露第一次来浙江书展。虽
然是第一次到访，但是浙江书展给孙甘
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出一个城市
对阅读的重视”。

“传播方式在改变，购书的方式越来
越便利。但是，人与人之间需要见面，书
展就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阅读空间，让
作家、出版人、读者可以面对面交流。”孙
甘露说，他曾经去过法兰克福书展，感觉
浙江书展已经可以和这些世界上的大型
书展媲美了。

“我早上 9 点半就赶到这边了，生怕
错过了！”“王旭烽老师的书，我读了十多
年了，感谢浙江书展，不然没有与王老师
面对面的机会。”台下的读者感叹连连。
活动开始前，一些按捺不住的读者就围
到三位作家身边，想和作家们进行一些
交流。因为这份热情，此次对谈活动显得
更有意义。

王旭烽笑着说，今年是她参加书展
最多的一年，而且书展上年轻人特别多，
经常围得“水泄不通”。“书展的核心产品
是书，但是现在各种周边和文创产品也
都在书展上展示，我对书展的未来发展
很有信心。”

来参加浙江书展前，王旭烽刚去良
渚参加了杭州书市，亲历了人群蜂拥而
至买书的久违的热闹场面。

王旭烽坦言，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
里，受到各种阅读方式的冲击，纸质书销
量相对来说有些“萧条”，“但目前给人一
种感受，好像要绝地反弹了”。

刘醒龙则把书展视为“主流社会在
为主流生活方式‘撑腰’”。在他看来，摆
脱所谓“最时髦”“最前沿”的短视频、电
子阅读，走进书展，才有机会看到“像大
海、像长江一样的景观”，领略文明、文化
的真实状态，重新拥有“不畏浮云遮望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豁达和开阔。

“我平时很少被人认出来，大家是通
过作品‘以文会友’，而不是以‘面相’会
友，读者认识的都是作品。”刘醒龙说，书
展是一种契机，让作家和读者可以相互
吸引，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

聊乡愁聊创作聊阅读

三位茅奖得主亮相宁波分享文学人生

读者书展现场“淘书”忙。

本报讯 （记 者
徐丽敏） 昨日，由中
宣部宣教局、光明日
报社共同主办，浙江
省委宣传部、光明网
承办，宁波市委宣传
部协办的“核心价值
观 百 场 讲 坛 ”第 152
场活动在天一阁博物
院举行。天一阁博物
院院长、研究馆员庄
立臻以《书藏古今：从
天一阁看中华民间藏
书文化》为题作演讲。

演讲中，庄立臻
系统梳理了中华民间
藏书的历史和天一阁
的“前世今生”，详
细阐释了中华民间藏
书文化的时代意义。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
籍 是 古 人 思 想 的 宝
藏 、 先 贤 智 慧 的 结
晶，典籍的保护和传
承则有赖于中华数千
年悠久精深的藏书文
化 。” 庄 立 臻 指 出 ，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历
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
楼，也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
之一。

从范钦其人、天
一阁其楼、阁中之书
到书楼传承、古阁新
姿 ， 庄 立 臻 娓 娓 道
来，透过天一阁的发
展演变，“书藏古今”
更加具象。目前，天一
阁藏书已超 30 万卷，
有 189 部 5493 册古籍
入选第一批至第六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庄立臻看来，天一
阁犹如中华民间藏书文化的“活化
石”，从天一阁 450 多年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生生不息。

“我们将努力让典籍中的先贤
智慧和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让典籍永远涵养正
气、关照心灵，永远熠熠闪光。”
庄立臻说。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委、省
政府，宁波市委、市政府正全力推
进天一阁南馆建设，统筹开展古籍
修复、整理研究、活化利用等工
作，积极向海内外传播藏书文化，
着力推动古阁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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