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四川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华西都市报讯（谢晔 杨再秋 记者 谢颖）时值深秋，南江光雾
山层林尽染。位于川陕交界处的光雾山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昔日村庄变景区，农房变民宿。截至目前，全镇的民宿、农家乐已
有300多家。

杨清勇是光雾山景区一家民宿的老板，2010年开办农家乐。“用电
靠小水电站，基础用电无法保障，留不住客。”杨清勇曾被用电问题困扰。

自2015年以来，国网南江县供电公司持续实施农网改造，先后新
建35千伏沙滩、大坝变电站，110千伏寨坡变电站。乡村振兴进程中，
光雾山镇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整体联动”的工作思路，急需加快
电力工程建设。目前，全镇8个村7个社区已全面完成电网改造。

“现在空调和电热水器随便用，电力没问题，发展更有信心。”
杨清勇说。

电力没问题发展有信心
华西都市报讯（谢晔 杨再秋 记者 谢颖）通江曾是全国第二大

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如今，乡村

振兴画卷在“红军之乡”绚丽展开。通江县王坪村，是川陕革命根

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所在地，也是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

10月13日一早，村民吴庭阳便开始忙活。随着红色旅游持续

升温，他开办的农家乐每天顾客盈门，有时一天毛收入就上万元。

吴庭阳创业初期，用电问题是他的“心病”，主要表现为经常停电，

雨天刮风或者夏季用电负荷激增都会导致停电。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近年来，国网通江县供电公司农网持续升级，

总投资1.97亿元，新架10千伏线路240.763千米，变压器319台，低压

线路1074.804千米。随着电网不断坚强，吴庭阳的“心病”消除了。

用电有保障发展有势头

周啸天将携“中国诗歌经典作品一百首系列”亮相天府书展：

“撰写花了一年，准备用了一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
歌永言，古人和诗以歌，造就了一首首
传唱至今的经典佳作。在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第六届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得主周啸天看来，学习诗词
的不二法门是通晓名篇。为了帮助大
众更深入理解诗意精髓，他精选了中
国历代以来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趣
味性的诗歌名篇，编写了一套“中国诗
歌经典作品一百首系列”丛书。

2021天府书展期间，周啸天将携
带这套丛书，与读者现场交流。10月
16 日，“邂逅诗歌，做一个诗性的
人”——“中国诗歌经典作品一百首系
列”新书读者见面会将在成都世纪城新
会展中心 1 号展场 3 号活动区举行。
周啸天将现场带领大家领略诗词之美，
并举行签名售书。

10月13日，周啸天接受了记者专
访。

容易把汉语新诗
写成分行的散文

记者：您编写“中国诗歌经典作品
一百首系列”用了多长时间？

周啸天：撰写花了一年，准备用了
一生。何以言之？我的诗学生涯起步
于 10 岁时读到中华书局的“四种 100
首”（分别为唐诗、宋诗、唐宋词和历代
民歌）。但“四种100首”并没有贯通中
国诗史，必须新编。我编的“100 首系
列”，包括《诗经100首》《古诗100首》

《唐诗100首》《宋词100首》《宋诗100
首》《元曲100首》《明清诗100首》《今
诗100首》《新诗100首》，囊括了各朝
各代诗歌之精华。我希望这套书对得
起新一代读者和未来的诗家。

记者：9本书中有一本是《新诗100
首》，您如何看待汉语新诗与中国古典
诗歌的关系？

周啸天：汉语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
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作为汉语诗歌，它
们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诸如灵感、意
境、韵律、通感、陌生化等。汉语新诗最

重要的优点是具有创作意识，不在意诗
的社会应用功能（人际赠酬），更讲内在韵
律（情绪的自然消长），从而作品的完成
度高，容易做到应有尽有，应无尽无，容易

产出完美的艺术品。不足之处是，很多
人容易把汉语新诗写成分行的散文。

还将出版一本新书
与前9本是读和写的关系

记者：您在编写这套书时，最大的
感触是什么？

周啸天：最大的感触是“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比如《今
诗100首》中，选取了川大已故教授曾
缄写的《布达拉宫词》，这首七言古诗
的内容是写仓央嘉措传奇，可以说是

“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其艺术水
准可以比美白居易的《长恨歌》。尽人
皆知的两句仓央嘉措情歌：“世间安得
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其实就是
曾老先生用七绝体作的汉译，完全是
译者的再创作。又如在网上影响很大
的女词人孟依依的闺情词《南歌子·周
末网上算命》，连唐诗学家刘学锴读了
都佩服得不得了，说：“既古典又现代，
既娇羞又大方，令男子作闺音者挖空
心思也想不到。易安在世，亦当自愧
不如也。”

记者：近期还有什么出版计划？
周啸天：“中国诗歌经典作品一百

首系列”策划方案是“9+1”。也就是
说，还有一本书要出版，书名叫《我怎样
做诗》。这本书与前9本的关系是读和
写的关系。也就是说，前9本是阅读经
典，向经典致礼；后一本则是从这里出
发，走自己的路。我对学生常说两句
话，一句是：“读也，写在其中矣。”另一
句是：“读到什么分上，写到什么分上。”
这两句话的涵义，就由这个“9+1”方
案，作出了具体的诠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

| 天府书展·专访 |

10 月 14 日，记者来到 2021 天府
书展主展场，各大参展机构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现场，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监王华光向记者介绍了本届书展的
特色亮点以及筹备过程中的诸多故事。

展馆特点
“三星堆”主场亮相

王华光介绍，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天
府书展筹备工作启动比较晚，工作安排
比较密集，再加上今年有不少场馆添加
了很多新元素，也给装修和设计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在时间短、任务重、要求
高的情况下，备展工作从9月底开始全
力启动，工作人员国庆假期几乎没有休
息，大家通宵加班，到此刻主场馆的样
貌才算大致呈现出来了。可以说，整体
风格跟预期的效果是吻合的。

主场馆主色彩采用醒目的红色，
“与建党百年主题一致。三星堆再醒惊
天下，所以书展现场也特别强调了三星
堆元素，青铜器复制品摆设，三星堆图
书展陈等，突出天府书展的本地文化特

色。”王华光还特别提到，今年邀请参展
机构，不像以前遍撒英雄帖，而是精心
选择邀请到一些重要的国有大型出版
机构和一些有实力的民营出版机构，

“我们觉得这样大概能涵盖中国出版发
展的重要特点和方向。”

线上与线下
主场馆与分场馆高度融合

王华光还回顾了三年来天府书

展的变化。“2019 年首届天府书展以

线下办展为主，2020 年因为疫情原

因 突 出 了 线 上 办 展 。 今 年 是 第 三

届，很好地融合了前两届办展经验，

提档升级。专业与大众化、线上与

线下、主场馆与分场馆融合度如此
高，我觉得这在全国的诸多书展中
也是不多见的。”他说，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曾评价天府书
展是“全国第四大书展”，“我认为我

们担得起这个称号。”
主题出版近两年来涌现出了许

多精品力作。记者在现场看到，本届
主题展区重点展陈入选中宣部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书映百年伟业”好
书推荐目录以及获得第五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2020 中国好书”称号的百
种精品主题出版物。如《火种——中国
共产党从这里走来》《星火的启示——
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
百年辉煌》《建党1921》《百年大党正年
轻》等。

王 华 光 说 ：“ 主 题 出 版 馆 展 陈
1186 种书，近 2 万册，从不同方面展
示百年党史。此外，在四川出版精
品馆，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精品
图书墙，像大型图书馆精品图书墙
那样，让人直观看到四川近些年在
出 版 领 域 取 得 的 成 绩 。 我 们 在 现
场还特别设置了一个‘红军长征过
四川打卡活动’：在展馆不同点位设
有红军长征过四川标志的二维码，
引 导 读 者 用 手 机 扫 描 设 置 通 过 打
卡，更生动地了解红军长征过四川
的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

新华文轩总监王华光：

融合前两届经验 第三届天府书展提档升级

周啸天

10月14日，各大参展机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