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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作协和南通市作协
指导，如皋市委宣传部、如皋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如皋市文联联
合主办的“悠悠文脉雉水情——
近当代如皋文学史文献展”自3
月9日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
众前来感悟如皋文脉。这是江苏
省内首次举办的县（市、区）级地
方文学史文献展。

本次展览展出晚清至当下的
文人稿本、信札、著述、档案约
100件。其中较为珍贵的展品有
诗词翰墨——“清词后七家”之一
蒋敦复与如皋举人沈裕本的唱和
诗稿、进士高毓彤批校胡漪如女
史《清秘楼诗草》（未刊稿本）、举
人冒广生批校本《李贺歌诗编》，
以及新文学珍本——诗集《雪
朝》、顾仲起长篇小说《爱的病狂
者》、钱钟书《围城》等，和解放区
文献——如皋韬奋书店本《茅山
下》、苏中出版社《甲申三百年祭》
等，另有作家手泽——施蛰存、浩然、柯蓝、周有
光、王蒙、黄蓓佳、耿林莽等人题字或手札。

“没想到家乡有着如此丰富的新文学历
史。刘延陵携手朱自清、叶圣陶等合著《雪朝》，
成为中国新诗的启蒙者之一。而他居然曾在如
皋师范执教。他的同事吴俊升又是中国第一批
新诗人。”观众石太原有感而言。

除去新诗，如皋人在小说、戏剧方面也有成
就。小说家顾仲起初期作品刊于郑振铎、茅盾
主编的《小说月报》。展品中的《小说月报》，以
及顾仲起的小说《残骸》《归来》等，记述下郑振
铎先生热心帮助他的文坛佳话。顾仲起贫困交
加、走投无路之际，写下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
信》，预示自己自杀离世。郑振铎先生收到来
稿，十分关爱这位来自如皋的青年作家，帮助孤
身一人的顾仲起渡过生活难关，将他接到自己
家中居住。茅盾先生又介绍顾仲起前往黄埔军
校学习，并以这位英勇的青年作家为原型塑造
了《幻灭》中强连长的人物形象。郑振铎、茅盾
奖掖后辈的往事，又被顾仲起写入了长篇自传
体小说《残骸》。 彭潍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3月18日，第三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
在古都南京的料峭春风中开幕。5天内，50多
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出版人走进文学之都
南京，参加主题论坛、新书分享、对谈交流等近
20场文学活动。

办一场作家周，以扬子江的名义。“任何时
代、任何地区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充分的交流
碰撞，离不开世界性的宏阔眼光，也离不开作家
的艰辛创作和时代舞台的奔腾激荡。”主办方如
此诠释文学与江河的隐秘联系。

精彩的文学故事“随波远行”

作家周上，精彩动人的文学故事踏上了远
行之路。

从2017年的“文学与梦想”，2019年的“稳
定与变化”，到今年的“沉潜与激荡”，每届作家
周都有精心设计的主题论坛。今年，沉静内敛
的著名诗人韩东带来了他的故事。

“沉潜是作家的职业状态，是坚持不懈年复
一年。激荡，则不是说你熬出头了、获奖了、出
名了，它仅指你在创作中体会到的那种飞起来
般的高峰体验，为了这种诗神降临的时刻，你会
愿意花费毕生去等待寻找。”

韩东在上世纪80年代就享有诗名，去年，
这位61岁的“长跑健将”刚刚捧回了“鲁奖”。
几十年清贫而丰盛的诗歌岁月里，埋藏着韩东
的沉潜与激荡。

在“好老师与学生一起成长”分享会上，作
家庞余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小读者们，生
活本身就是力量。

“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在乡村小学写备课
笔记，一般只写每一页的正面，空着反面。十余
年间，我用掉了不下百本备课笔记簿，笔记簿背
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有关你们，有关老校长，有关

我的老同事们一个又一个小故事……”这些故
事点滴后来结集成《小先生》，并摘下“鲁奖”，

“说明最朴素的泥土也能滋养出挺拔的树”。他
的新书《小虫子》带来了一连串童真故事，庞余
亮说童年的他就像扎根乡村的一棵树，每天被
树香、花香、鸟鸣、童音温暖包裹……

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如何影响
了苏北少年“我”？首届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
坛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
形象讲述了文学翻译如何改变了他——一个曾
经的苏北乡村少年，并由此让本土文明拥有了
与世界文明比较嫁接、互鉴批判的能力。

“沙威即将成功逮捕‘坏人’时，选择了跳河
自杀。他为什么‘不能活’？他继续活着会怎么
样？有关‘人’，有关‘活着’，有关‘如何面对内
心’，翻译把这些问题统统送到了我的面前。”毕
飞宇真诚地说，“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我，是被翻
译改变了的我。我认为更‘好’的人通常是更

‘高’的，正如不久前逝世的翻译家杨苡先生——
比别人多了一个维度，她的人生就变得精彩。”

汇聚中外文学界的碰撞思考

扬子江作家周的定位是一个“交流”平台，
在主办方的设想中，它是一个打通作家、读者、
出版界、评论界等“文学全链条”的对话空间。

本届作家周上，最宏亮的声音仍来自中国
文学界。亮相第二届“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
的一番演讲很快出圈。“ChatGPT对作家是个
坏消息，我们该怎么办？”他忧虑，那些文学的陈
词滥调和惯例，那些从阅读得来的东西，将在人
工智能面前无处遁形。回归“作家”之“作”的本
意，我们应重新思考什么是创作、什么是艺术，
如何继续捍卫人类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

李敬泽寄语作家，“希望我们五年、十年后再
相会，还有这么多人骄傲地说：我们是在创造。”

作家朱辉提醒，勿陷入“空转现实主义”，
“笔下的故事、人物、命运都应该有所着落，跟现
实生活形成密切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
进鼓励青年翻译家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何
与世界文学构建起新型的互动关系，融入世界
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作家周期间，从一
场场论坛、研讨会上飞逸出思想、观点的吉光片
羽，拼接出有活力、有质地、有梦想的文学生活
与精神风景。

“文艺报·凤凰书评”专刊两周年座谈会上，
人们谈起“新时代、新书评”。评论家谢有顺直
言：一些学者往往只懂得对学术共同体说话，没
学会对大众说话。回想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改革
变化的“三大利器”——学堂、报章、演讲——“当
代学者们缺失的正是对公众‘演讲’的能力。”

谢有顺说起十多年前，他帮史铁生编散文
集时起了个别致的书名《灵魂的事》，一下子售
出十万册——书名也是一种“书评”。他发问：
今天的书评家们能否对图书作出精准的提炼、
有角度的锐评，让海量的精神产品被更好地引
渡或甄别？

让文学成为“连接剂”“世界性语言”

作家周开幕当天，特意从香港飞来的南京
籍作家葛亮，把他最新随笔集《梨与枣》《小山
河》的首发式搬到了牛首山澄江台。

对谈的两位嘉宾都有些“跨界”，一位是诗
人黄梵，另一位是昆曲演员施夏明。面对读者，

“小明”忆起了当年在省昆剧院与葛亮的初见：
一身潮流装扮的葛亮在为某时尚杂志拍摄宣传
片，跃入镜头的“小明”水袖袅袅、眼波含情。这
一幕，亦古亦今，亦东亦西。

在春牛首的山风与夕岚中，在昆曲水磨腔
的悠扬婉转中，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气
息与质地被全息地传递。既让文学跨圈，在文
学与非文学的交界处找到新的生长；也让文学

走出殿堂，培植更丰沃的文学土壤——均是作
家周在设立之初的初心。

许多文学界人士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学“公
益心”。葛亮新书分享会上，黄梵对“哀而不伤”
的儒家审美观念进行创新解读，获得阵阵掌
声。他认为，“从极致的哀痛到哀而不伤，这其
间的审美转换彰显了文学抚慰心灵的巨大力
量。”索南才让新书分享会上，编辑吴越告诉读
者，“一本一炮而红的书对一个作家固然重要，
但是真正能让作家立足、扎根的，是他的第二本
书。”评论家何平精彩点评索南的创作为何弥足
珍贵：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作家的“真”，是作
家与作品的“生命连接”——所有这些向公众敞
开的交流，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个进入文学
的“拐杖”和“把手”。

如何讲好文学故事，借文学实现不同圈层、
不同文明间的“有效”交流？这是作家周留下的
一项思考题。

评论家汪政认为，“文学交流必须做到精准
和高质量，交流的目的是什么，交流的对象是
谁，如何在全民皆媒的时代里放大声量、呈现必
要的尖锐度，如何让专业人士深度地介入、诚挚
地表达，决定了一场文学交流是‘看起来热热闹
闹的’，还是有内在的丰盛性。”

“本届作家周规模不大，却更务实和富有成
效。”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
主席汪兴国告诉记者。

汪兴国介绍，本届作家周拓展了省外作家、
国外作家的参与面，作家周作为“平台”的交流
功能愈加彰显。主办方借着众多著名作家、评
论家来宁的机会，邀请他们与省内有实力的中
青年作家面对面互动交流、专题授课、深入研
讨，让不少作家获益匪浅。作家周上，南京三年
多来在世界文学之都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被集
中呈现，向世界展示古都南京如何“秀”出新风
采——这也正是文学的神奇力量。

时隔三年，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再度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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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风沉醉的小剧场
来一场“审美散步”

□ 本报记者 陈 洁

“白天赏花，

晚上看戏。”迅速跻

身全国网红城市的南京，

正在以一场场新颖而深刻的小剧场演

出，展现江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眼下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

（第二届）演出过半，20场小剧场演出依

次登台，时时给人惊喜；下个月，来自全

国的23部小剧场好戏又将来南京竞

演。在春风沉醉的江南夜晚，人们将

留住怎样的文艺记忆和城市印象？

小而美，“剧”好看

“这是在南京，甚至江苏都不曾见过的戏剧
形态。”《影剧院之夜》的演员肖明在该剧内部彩
排时就被吓了一跳，“来了好多人哇！”果不其然，
该剧上周在国民小剧场正式演出时一票难求。

正在南京进行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
单元（第二届），精选了20部参演剧目，包括13
部我省最新“孵化”的原创剧目、7部在全省范
围内遴选的优秀剧目。随着演出过半，它们丰
富而多元的面貌也一一呈现。

“我没有想到，舞台上居然放着一个巨大透
明的‘白匣子’，演员全部在其内演出。随着光
影在幕布上斑驳投射，白匣子是演出空间，又是
心理空间；既是影剧院，又是一个审讯室……”
由南京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影视
学院联合出品的《影剧院之夜》讲述了1931年
南京中共的一处重要联络站在暴露后进行情报
传递的故事。那个“疼痛而又绚烂”的夜晚和创
新的呈现一起定格在80后观众汪水竞心中。

这样的新鲜体验还有很多。
比如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心房间》上演，让

最近来南京游玩的武汉观众李聪连连感叹小剧
场真的太近了，近到观众可以触摸到演员的衣
服，看到他们的表情，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近到剧
中身份为超市推销员的女主角，随时就可以将自
己托盘中切成小块的月饼、快冲麦片递到顾客
（第一排观众）手中。导演李珺认为，小剧场除了
空间小之外，也包括观演关系更加贴近。“在这样
狭小的空间里，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剧中人物如

何相遇，如何转变，最终如何救赎，演员的情绪是
不是真诚。这里边掺不得一点假。”

再比如在江北新区的红色广场，前来观看
沉浸式戏剧《红色记忆》的观众，不必正襟危坐，
而是跟随剧中英雄人物的脚步“亲历”各个历史
场景。工人在铁道上呐喊，战士在芦苇丛中匍
匐，党员在陋室内密谈，义士在工厂里罢工……
现场，南京大学博士生张丁心感慨地说，“在孙
津川烈士的呼喊下，在王荷波烈士的告别中，革
命精神的血脉在我的内心世界偾张。”

话剧、儿童剧、昆剧、锡剧、柳琴戏……这
一周来，每天至少有一部小剧场戏剧在位于南
京大街小巷的小剧场上演，带来了一场场鲜活
的对话和深沉的思考。就像中国剧协主席濮
存昕所言，轻盈、欢乐而富有游戏感的小剧场
戏剧，往往又不失思想的新颖和深刻。

真诚对话，视野开阔

江苏历史名人在此次小剧场演出中，沉淀
出一道精彩的文化风景线。已经上演的小剧
场话剧《半世随园》、小剧场昆剧《千年一叹》，
分别将镜头对准文化名人袁枚和金圣叹，通过
创新的小剧场表达方式，深挖其背后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力量。

担任《半世随园》编剧的南京传媒学院在校
生周思廷说，她把袁枚看成300年前的“先锋老
头”，虽然已过去两个多世纪，历史上的随园已不
在，但随园主人袁枚代表的这一文化现象仍然令
人久久回味。《千年一叹》则由苏州昆剧院创排，
编剧周琰希望通过寻找古代知识分子心灵迷失

的出路，给当代
年轻人解惑，“希望这部
戏剧让大家找到共鸣。”

从已经上演的剧目来看，小剧场虽小，但
创作者的视野却很开阔。南京林业大学水杉
剧社的师生们在话剧《疾走天使》中演绎了急
救医生这一特殊职业面临的生死抉择；宿迁市
柳琴剧团演出的柳琴戏《渔歌》敏锐地聚焦“十
年禁渔”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南通
市文联等打造的话剧《生日》则在家庭与社会、
昨日与今天的时空交织中层层递进，以一个家
庭的五次庆生勾勒出时代的集体记忆。

“小剧场确实装不下天下事，但小舞台却
可以浓缩大世界，在救护车一趟趟来来往往匆
匆忙忙紧紧张张的许多间隙，也会陆陆续续留
下各种社会关系的斑驳投影。”文艺评论家张
永祎说，在《疾走天使》的舞台上，正中央放着
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扇门——
这是急救医生们的抉择之门。

南京传媒学院副校长、戏剧影视学院院长
周安华，此次作为编剧指导介入到小剧场儿童
剧《到玻璃房去》的创作之中，他发现，现今的小
剧场与过去已有所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小剧场创作凸现出很多新的特质。“第一个是更
多地抓传统文化的精华，包含着我们创作者对
民族的情怀、理念和热情，这是民族责任感的体
现。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小剧场更加青春化，
创作具有非常强烈的青春特质，以自己独特的
眼光去观察生活，这也使我们对年轻人特别有
信心，他们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高扬青春，激发创新

这一场小剧场盛宴，让年轻人“好忙”。每
天，他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剧场——

年轻人是观众。他们走进小剧场看剧、赏
戏、听曲，体验文化生活的新风尚。记者在现
场采访时发现，除了文艺爱好者之外，一些人
们口中的“理工科直男”，也成为此次小剧场展
演的观众人群之一。

年轻人是主创。不管是专业院团、艺术院
校还是业余爱好者，街头巷尾的小剧场成了年
轻人梦想成真、施展才华的舞台。南京林业大
学学生王肖梁在《疾走天使》中扮演“担架工”，
尽管没有一句台词，所有的表演就是抬着担架
在舞台上上上下下，但为了跑好这7圈，从早到
晚，他练了一遍又一遍。

年轻人还是志愿者。盛宴的“美好”，离不
开“后台”的井然有序。据悉，为确保活动安全
顺利，主办方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整体
票务、演出现场、应急处理等各类事项，为演出
提供全方位保障。同时优选一批年轻戏剧爱
好者作为志愿者，全程参与展演活动，共同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

政府也为年轻人的梦想搭建了广阔舞
台——

三年来，江苏从小剧场空间建设、剧目生
产、人才培养、品牌打造、政策引导等方面入
手，着力营造小剧场戏剧演艺良好生态。2021
年，省委宣传部会同南京艺术学院牵头成立江
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依托高校力量，聚合

省内外专家资源，初步探索出一种将内容生产
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模式。正是这种
从剧本到剧目、从文本到舞台、从学校到市场，
将创作生产和包括编导演在内的戏剧人才培
养全程结合的新方法，成为激活当下小剧场发
展的“根”和“魂”。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文化产
品质量、品位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小剧场
正在成为满足新时代群众文化需求、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文艺精品
创作、戏剧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成为推动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

“南京发布”近日多次推荐小剧场演出，公
众号下方一位青年观众的留言充盈着满满的
获得感、幸福感——

“说‘追’好像有点赶，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散
步，三不五时地，邂逅一下剧院风景线，这种精神
上的‘溜达’就和傍晚去玄武湖吹吹风、看看夕
阳，路过时光以及被时光路过是一样一样的。南
京现在不光有很好的‘大’剧院，也有越来越多的

‘小’剧场，提供更多样选择的文化产品，也给创
作更多的展现舞台，是特别好的事情……”

目前江苏已建成各类小剧场1156个，总
座席数约25万个。截至去年，全省全年小剧
场演出总场次近5万场，观众总人数超600万
人。正在上演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
和下个月初将在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小剧场
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将通过源源不断
的优质创作，让文化更深入地融入人民群众的
生活，带来美好，激发创新。

作家鲁敏现身观众席
昆剧昆剧《《千年一叹千年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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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影剧院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