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0 日晚，著名作家、中
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苏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
员、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
席东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谢有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闫德明等带来一场主题为“文学
与阅读的力量”的对话盛宴，并
与观众现场展开交流互动。

文学是人与世界沟通的
“隧道”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几何？
在苏童看来，一个人的人生如果
没有文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同时他的人生又是有缺憾
的，因为文学是一面镜子，一条
隧道，打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他建议，一个人只要有能力阅
读，就不该放弃阅读。

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苏童
对女性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尤为
精准，不过他坦言自己最初的创
作考量只是“有意思的故事”，而
并非某一种性别群体，“在《妻妾
成群》里我想写的是一个封建家
庭，一个屋檐下的男人与女人，
是人物关系的天然组合。”

写作的开端往往是自身经
历，东西谈到了自己的家乡，“家
乡偏僻得让我感到说不出话，也
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也是因此，
他开始构思一部小说，也就是后
来著名的《没有语言的生活》。

经典作品就像疫苗，“无
用”的往往最珍贵

文学这一事物，究竟有何
“用处”？苏童用“疫苗”作比，
“读一本经典就像打了一支疫
苗，它带给你更多的情感体验，
也许你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就
会意识到，任何的感情和家庭都
有破碎的可能。”

闫德明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对
于教育工作者读书选书的三点心
得，其中一点便是结合“有用与无
用”，“尤其是做老师的人，应该多
读一些甚至都和自己本身专业没
有什么关系的作品。”

在谢有顺看来，文学的另一
个作用便是“为弱者发声”。他
以祥林嫂和武大郎举例，表示若
不是作家记录下来，这些小人物
也许永远不会被人注意到，也是
因此，这些“无声者”有了声音，
无力者有了前行的力量。

4月 20日，在“莲溪书香节”长
安图书馆活动现场，著名作家苏童
带来“阅读与美好生活”的主题讲
座，与百余名读者畅聊自身经历，
分享阅读写作节点上的“第一次”。

第一座图书馆：糊墙的报
纸和没有封面的书构建起“混
杂”的阅读体验

“阅读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
我们谈到阅读，实际上谈的是个人
的记忆。”在苏童看来，最初的阅读
更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字抓取，实际
上非常珍贵。

苏童提到，小时候由于气候潮
湿，母亲会用报纸去糊墙，自己发
现墙上有字便跑去读，“有时候报
纸糊反了，我就把身体扭过去，用
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去看。”在他看
来，这就是自己的第一座图书馆，

“多少有点感伤苦涩。”
另一个令苏童印象深刻的阅

读体验发生在十多岁时。他提到，
当时的自己通过姐姐看了许多“没
有封面的书”，因此只记得情节，却
不知道书叫什么，“直到我上大学
后在图书馆才知道，我那时读的一
本书，是大名鼎鼎的《复活》。”

回望过往的阅读经历，苏童用
“混杂”来形容，“哪些被过滤掉，哪
些被留下来，其实并不清楚，但是我
很感谢这种莫名其妙的阅读，在那
个书籍匮乏的年代里，我会一直记
住属于自己的一座特别的图书馆。”

第一次阅读与投稿：文学
道路的开启“战线很长”

苏童的阅读体验，可以称得上
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1977年，
苏童第一次去买书，“去苏州市的
第一届书展，我放学后好不容易挤

去柜台前，但只剩了一本微积分。”
但当时的他毫无怨言，只想着不能
浪费，回去后看完了第一章，结果

“高考数学是所有科目的最高分。”
高中阶段，阅读了不少报刊的

苏童有了将作品变为铅字的梦想，
他回忆，自己当时写了一篇八千字
左右的文章寄给《苏州日报》，不过
愿望并未成真，”过了一阵，稿件退
回来了，我表哥拿到了一封厚厚的
信，还以为是我写给谁的情书。”

直到1983年，苏童才发表了第
一篇小说，虽然在写作方式上有着
明显的模仿痕迹，也并未收录在日
后的作品集中，但他仍感慨表示是
一个“有意义的时刻”，“那么多次
投稿第一次有了回音，还是值得纪
念的。”

第一本小说与电影改编：
作品发表“有些坎坷”，影视改
编“一炮打响”

从 1983 年第一篇小说发表到
1986年，三年间苏童只发表了四篇
作品。现场，苏童提到，《桑园留
念》这篇作品在 1984年完稿，三年
后才得以发表，这部作品记录了被
少年视作家园和乐园的“桑园”里
发生的青春、友谊、爱情与死亡，也
被苏童认为是自己的第一篇真正
的小说，是“真正值得被纪念的”。

更多读者则是通过著名小说
《妻妾成群》认识了苏童，这部作品
也被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
灯笼高高挂》，并一炮走红。现场，
苏童分享了改变背后的故事，他提
到，电影中最后那场雪的画面等了
很久，上映前，导演张艺谋寄给自
己一个录影带，“那是我人生中第
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转化为影视，
当时的心情很兴奋。”

时光岁“阅”，书香相
伴。在世界读书日前夕，4
月 20日，“书香长安 问道
莲溪”全民阅读推广项目
发布暨第十一届长安镇莲
溪书香节启动仪式在长安
镇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
社、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长安镇委员会、长
安镇人民政府主办，长安
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
室、长安镇图书馆承办，羊
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东莞市作家协会、长安镇
文化服务中心、长安镇教
育管理中心、长安镇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长安书苑
协办。

长安镇党委委员李若
晖介绍了今年的莲溪书香
节。“长安镇是广东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东莞
首个图书馆之镇。”李若晖
说，“长安镇在21年前建设
了全国县级最大的图书馆，
持续十年举办‘莲溪书香
节’，推出了‘莲花山下’城
市文化空间、‘图书馆+’文
旅融合服务、莲溪公益书包
等创新项目，更孕育了具

有独特魅力的‘长安
文学现象’，营造

了书香满长安
的 文 化 氛

围。”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司
琪表示，长安镇是东莞经
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是全
国响当当的文化强镇。“希
望长安镇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发扬先行先试作风，深
化‘莲溪书香节’品牌建
设，努力打造更多富有时
代特征、长安特色的全民
阅读示范性项目，不断健
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持续创新高品质文化
供给，做好文化赋能的大
文章。”司琪说。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
“书香长安”特色项目证书
颁授，全民阅读推广志愿
服务队授旗，宣读“书香长
安”全民阅读倡议书，开启
了“1357”全民阅读项目活
动。

此外，本次书香节还
邀请到了苏童、东西、谢有
顺、胡磊等名家面对面，举
办“阅读与美好生活”苏童
专题讲座，“文学与阅读的
力量”名家对话沙龙、“阅
读他人 丰富自己”东西专
题讲座。

“通过此次活动，我们
可以看到长安对建设文化
强镇的用心良苦，感受到
这个南方小镇对文化的热
爱和追求。”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羊城晚报社）专职编
委林如敏表示，“希望在下
一个十年，羊城晚报可以
继续携手长安镇将‘书香
长安，问道莲溪’全民阅读

推广项目做深做透，提
高全民文化素养，

为长安经济腾
飞增添软实

力。”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东莞
长安这座经济重镇迎来了一股

“追星潮”，追的是一众作家。
20 世纪火爆的电影《大红灯笼
高高挂》的原著作者苏童，最近
热播剧《回响》的原著作者东
西，受邀来到了“书香长安 问
道莲溪”全民阅读推广项目发
布暨第十一届长安镇莲溪书香
节现场，掀起了两代人对文学
热爱的高潮，与市民见面的讲
座一票难求，现场座无虚席。

长安这座经济重镇，如何让
书香飘香，促进经济的腾飞，同
时又涵养全民素养，丰盈百姓的
精神世界？为何如此重视读书？

书香能致远，全民
阅读保“底色”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
化特色和文化格局，而对于长
安来说，“书”是其重要的文化
代 码 ，读 书 是 最 好 的 生 活 方
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
们希望通过‘书’这个载体传递
知识、弘扬精神。”长安镇有关
负责人如此说。

2013 年，长安镇举办了首
届“书香满城 莲溪有约”莲溪
书香节。从全国少年儿童网络
知识竞赛，到儿童教育讲座，再
到暑期亲子阅读分享月、换书
集市、阅读大使评选等 17 项活
动，3万多人参与其中。长安全
民阅读之风，自此肇始。

书香致远，绵绵不绝。从
2013年到 2022 年，长安镇莲溪
书香节已经拥有了“莲溪悦图”

“莲溪知书”“莲溪漫读”
“莲溪听语”“莲溪

飘香”五大板
块 、共

15

项活动，共开展活动 255 场，直
接参与人数27万人次。长安镇
的“书香”底色，已经慢慢绘就。

据了解，为了提升教师的
专业素养，长安成立明德读书会
让校长老师一起读书、分享读书
心得。每个人每月读一本书，然
后轮流以报告的形式来分享，通
过输入与输出让校长和老师的阅
读素养、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都
得到提高。如今，“没有读书的老
师不能升职”已成为长安老师皆
知的原则。

十年铺就文学繁花
路，书香涵养学子修养

“文学就像炉中火，我们从
别人那里借来火种，然后点亮自
己，再去温暖他人。”文学是有温度
的，可以温暖人心，让一个群体拥有
自己的底色。作为长安镇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莲溪书香节已经在东
莞乃至广东范围内形成了良好的品
牌与口碑。在此基础上，“书”的外
延不断扩展，直至今天，长安镇已经
围绕“书”这个关键词搭建成了一
个大型的全民阅读平台。

“书”所带来的能量是巨大
的。全民阅读让广大中小学生的
文学素养有了普遍性的提高。
2023年4月，长安镇宣传教育文
体旅游办公室、长安镇文联联合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发起
长安·花地新苗诗词征集活动，
主题为“长安好，我为你赋诗”，
与“广州，满城为你赋诗”羊城·
花地新苗作文征集活动形成联
动，两地学生同题创作，掀起一
场湾区学子赋诗的诗词热潮。
活动吸引了1300多名中小学生
投稿，展现了莲花山下的人文特
色、城市风貌与文明故事，生动描
绘了“长安好”的美好生活。

“书”的功夫不仅在书内，
更在书外。十年间，莲溪书

香节已成长为阳刚少
年 。“ 莲 花 山 下

——城市文
化 空

间”成为长安镇公共文化设施
的创新形式，也成为长安镇打造

“莲花山下”文旅融合品牌的重
要载体。由长安镇图书馆组织开
展的“莲溪书香文旅亲子游”“莲
溪书香文旅之茅洲河工业研学智
造游”“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春游
写生等系列活动，一度掀起了线
下打卡长安网红景点热潮。市民
李女士曾参加过“莲溪书香文旅
亲子游”，带着孩子深入叶挺、李
秀文革命事迹展参观，她说：“这
样的路线可以在游乐之余，接
受文化的熏陶，更深刻地感悟
历史的厚重，真的很不错。”

构建新型文化空
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

墨香满城，花路缤纷。长
安这座中国的经济强镇，还将
继续构建属于长安镇自己的文
化体系和文化空间。以书为
媒，不止于书，近年来，长安镇
已经建立起包括 1 个中心、13
个站、200 个点在内的“一核多
点”的三级文明实践组织体系，
实现了社区站点全覆盖。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书
香 长 安 问 道 莲 溪 ’长 安 镇

‘1357’全民阅读推广计划，建
设‘书香长安’。”长安镇有关负
责人表示，1支全民阅读推广队
伍，围绕图书馆、新型文化空
间、全镇校园构建 3个阅读圈，
面向群众、学生、教师、家庭、职
工五大群体，打造“学习强国”
平台推广活动、“长安书苑”综
合素养提升项目、明德读书会、
莲溪书香节、“莲花山下”领读
计划、“品智阅读”校园推广计
划等七大阅读品牌，将会引领
全民阅读的新风尚。“此外，长
安将继续拓宽‘莲花山下’服务
网络，在长安书苑、新民社区、
莲花湖绿道等新建新型文化空
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满足群众阅读需要。”

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
“书”将会是这座小镇的文化符
号。我们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每一个从长安小镇走出的
人，都会将这缕书香

变成长安人的集
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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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对东莞长安镇
还有些陌生，但如果提到 OP-
PO、vivo这两大智能手机品牌，
相信不少人知晓。长安的经济
实力之强也是有目共睹。2022
年11月，东莞15镇入选2022年
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前 100
强，上榜数量广东第一。其中，
东莞市长安镇以全国第 8 名的
强劲实力位居东莞首位。

经济与文化可以有怎样的
联系？从长安这十年的发展中
可以找到答案。2013年至2022
年十年间，长安镇的 GDP 从
2013 年 的 364.6 亿 元 增 长 到
2022 年的 895.2 亿元，增长 2.5
倍。也就是在这十年间，长安
孕育了“莲溪书香节”，努力让
老百姓在物质富裕中实现精神
富有，丰盈人生。

首先，让文化环绕在市民
身边，长安组建了文化场馆联
盟。场馆位置从镇中心区逐渐
覆盖至社区、工业园区、校区、
商业区、景区。当文化给市民
带来沉浸式体验，慢慢地市民
的文化意识也会从不自觉变成
自觉行为。

其次，让活动丰富市民的
阅读，优化整合阅读的项目。
十年间，长安提炼了“书香长
安 问道莲溪”主题，通过开展
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和多元化
阅读体验平台的搭建，整合各
类资源，打造“莲花山下”城市
文化空间，积极探索“图书馆+”
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当阅读成
为一种习惯，丰盈了内心世界，
幸福感也就大大提升。

再者，让文化与经济相互交
融，为高素质人才提供相应的文
化服务。经济发展需要大批高
素质人才，而高素质人才需要孩
子有更好的教育。比如，为了提
高长安学子的艺术和审美素养，
长安成立莲溪青少年交响乐
团，让学生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高雅的艺术熏陶。

可见，长安靠文化的
熏陶、阅读的传递和资源
的赋能，让人才留下来，
推动和保障企业的发
展，让经济发展车
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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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著名作
家东西走进东莞市长安
中学，带来“书香长安
问道莲溪”名家同问道
系 列 讲 座 —— 阅 读 别
人，丰富自己，共有近千
名学生参与现场分享。

东西从《变形记》
《朗读者》等经典作品入
手，认为好的作家都十
分擅长讲好故事，经典
的作品不仅有故事还有
人生思考、社会阅历，因
此，他也在现场鼓励学
生向有 难度的作品挑
战，只有这样才能使自
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有
所提高。

现场有同学提问，
认为阅读对作文分数并
没有提高，东西表示，需
要学习考试对作文固定
的要求，但是若想成为
真正的作家，飞扬的想
象与独特的视觉不可或
缺，同学们可以先着力
于考场作文的写作，在
之后有了更多发挥空间
时再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学习。

面对同学们的热情
以及签名请求，东西一
一回应。来自高二 9 班
的陈霞十分激动，她对
记者表示，自己一直很
喜欢阅读，是东西老师
的书迷，“今天我在现场
收获满满，比如东西老
师提到写作时如灵感枯
竭可以先暂停一下，整
理自己的思路，阅读他
人的作品，等有灵感时
重启会有更好的效果。”

现场有读者提问，“故乡”究竟
在苏童的成长与创作中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苏童表示，每个作家心
中都有着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可
以“画一生的图画”，这就是故乡，
《桑园留念》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故
乡的记忆，他还爆料自己“确实有
一段朦胧的初恋，尽管是失败的。”
这部小说之所以被自己如此珍爱，
某种意义上有着对这段经历和情

感的寄托。
在高中阶段进行小说创作真

的不合适吗？“不合适”苏童开门见
山地这样表示：“我们那个年代基
本不存在学习压力，但现在不一样
了，出于务实的态度，我认为不必
急于在中学阶段非要投入大部分
的精力在文学创作上，但这可以是
长期规划，心里要种下这颗种子，
因为它迟早是要生根发芽的。”

苏童爆料珍爱《桑园留念》原因
——有过朦胧的初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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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安莲溪书香节活动现场

② 长安镇图书馆

③ 作家苏童举办专题讲座

④ 长安莲溪书香节启动

⑤ 一众名家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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