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作品如何助力“中国航空经
济之都”的打造？双流目前的文化创
作环境如何？3 月 15 日，著名作家、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的新书

《流的金 流的情》阅读分享活动在成都
市双流区举行，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界
名家参加。这是文学界新老朋友的一
次盛会，也是“中国航空经济之都”文
学表达的一次创新探讨。

在活动圆桌论坛环节，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四川省作协副
主席蒋蓝，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
社原总编辑张陵，著名文学评论家、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王必胜，著
名诗人尚仲敏分别畅谈了对新书《流
的金 流的情》的理解和双流故事。

敢为人先、勇争一流
这是双流人的精神和气质

作为“中国航空经济之都”的建设
者、亲历者、见证者，双流人更多代表着
一种敢为人先、不甘落后、勇争一流的
精神和气质。在蒋蓝看来，这也代表了
成都的城市精神。

“新书中提到的‘双流’，其实是一
种状态，一种不甘落后、永争第一的生
存状态，以及一种昂扬向上的状态。”王
必胜说，好的作品应该呈现一种状态，

既有作者本身的创作状态，还有作品内
容所展现出的状态。

“在阅读新书的过程中，你可以从
书中了解到双流是蜀锦发源地，是新时
代泛欧泛亚航空枢纽重大节点。”王必
胜说，读完这本书，能感受到书中透露
出的大气，这是双流势不可挡的发展势
头所透露出的大气，也有来自双流历史
文化底蕴积淀出的灵动。

何建明说，文学分享的意义不在

于简单的喝茶、聊天，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赋予社会更高的层次，向世人展
示城市的魅力。

同样，拥有文学和新闻人双重身份
的王必胜认为，新时代，用文学讲述一
座城市的故事能起到不一样的推广作
用。“就像这场读书分享会，将各地文学
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就像打开了一个

‘文学坛子’，里面有太多生动有趣的点
等待我们发掘。”

敏锐捕捉双流变化细节
让“双流模式”活起来

此前，张陵第一次来到双流时，就
感受到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魅力。“这
是一个美丽宜居的现代城市。”他说，何
建明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捕捉
到了双流的变化，并用文字呈现出来。

“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沃土。”张陵说，虽
然双流城市面积不大，但拥有深厚、博大的
历史文化积淀，当地特有的航空港文化，
都是文学创作者寻找创作题材的条件。

除了经济发展，《流的金 流的情》
这部作品还将目光聚焦到乡村振兴。

“通过作品的叙述可以看到，双流的乡
村振兴走在前列，也积累了发展经验，
并创造出了‘双流模式’。”张陵说。

“这本书同样赋予了双流巨大的经济
活力和丰富厚重的人文情怀。”尚仲敏说，
双流就如同一只“银燕”，张开了巨型翅
膀，从航空港起飞，飞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圆桌论坛上，尚仲敏还分享了他
对报告文学的理解。“报告文学不是新
闻报道，更不是情况说明。”他说，一方
面，报告文学要以详实的史实为依据，
需要客观、精准；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作
者要有政治家的格局和思想家的智慧。

“在这方面，《流的金 流的情》为全
国各地书写地方报告文学提供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范例。”蒋蓝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刘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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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何建明新书《流的金 流的情》阅读分享活动在成都双流举行。图为
圆桌论坛环节。 雷远东 摄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新书阅读分享活动举行

文学名家齐聚共话双流的文化表达

当航空遇见文学，会绽放怎样的火
花？3月15日下午，在新书《流的金 流的
情》阅读分享活动现场，该书作者、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与读者分享创
作故事。他说，这部以双流为写作对象
的《流的金 流的情》，是他非常重要的一
本书，“如果把一本重要题材的书比喻为
一个儿子，这本书是我的第三个儿子，另
外两个是写深圳和上海浦东的。”

在分享环节之外，现场还举行了
“何建明书院”揭牌仪式。

书写双流的“翅膀”和“云霞”
阐述“双”和“流”的哲学内涵

何建明曾担任中国作协第七、八、
九届驻会副主席。身为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的他，常年深耕报告文学领
域，代表作有《革命者》《雨花台》《浦东
史诗》《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他和作
品曾5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4次获得徐迟报
告文学奖等。他善于以城市的发展为
题材写作长篇报告文学，此前曾写过深
圳和上海浦东。

新书《流的金 流的情》共分为16
章，包括“双流密码”“我们没有航海世
纪，但必不错失航空时代”“飞起来时，
双流就是‘一流’”等。从篇章名字可
以看出，何建明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双
流建设“中国航空经济之都”上。对
此，何建明说，他是从人类文明从农耕
社会到工业革命，从海洋文明一直到
航空经济的线索来看双流的发展，“真

的是心潮澎湃。”
在双流，何建明总爱抬头看一架架

飞机从云端而来，缓缓地降落在双流大
地上，思索着在航空时代，双流抓住了
机遇，赢得经济翱翔的先机。他对双流
的发展有足够的信心，对未来的双流、
对“中国航空经济之都”也抱有热切的
期待。“写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是我
成为作家的本色。写双流，让我比写其
他任何书更爱这块土地、更爱这里的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人类文
明进程中的第三个伟大飞跃——航空
经济时代的起步。”

在创作《流的金 流的情》的过程
中，何建明心里一直有一个主轴——写
出“双流人的精气神”。“我感觉，双流人
是可以干大事的。双流人的生存状态，

从多个层面都体现出一种精气神儿，怎
么用文字表达呈现出来，这是我一直在
深入琢磨的事情。”他说。

何建明坦言，曾经他只知道双流是
个机场，只知道它在四川成都。这次深
入了解双流、写双流后，让他真正了解
了“双流”的深意。在《流的金 流的情》
中，何建明也阐述了“双”和“流”的哲学
内涵。流，即动的意思，也指动的状
态。按照哲学上的理解，万物皆在流、
皆在动。流动是宇宙的主要形态和存
在的形式，流动也是整个地球的形态与
万物生存的形式。就如人体中的血液
一般，不流动了，生命也将终止。宇宙
万物皆如此。这是“流”的意义和本
质。“流”的前面多了一个“双”字，其意
就更不一样了：它或是平行双向的顺势

而为，或是逆向对立的反作用，而无论
是哪种形态，“双流”都是一种进步或冲
突、交换或代谢，是旧形式的消亡、新生
命的诞生。

“何建明书院”落户双流
成为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基地

为了写好双流，何建明多次来到双
流采风。他对双流的印象非常好，“不
管是这里的人，还是这里的自然环境，
以及航空航天的经济，都给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他还透露，自己对成都有着独
特的感情，“我在成都当过兵，然后从成
都到北京参加工作。我的第一篇报告
文学就在成都写的。”

何建明是苏州人，当他来到双流
白河公园一带采风时，不禁感慨，“双
流的环境不比苏州的园林差。当时我
产生了一个念头：不如在这里建一个
书院，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看书的场
合，还可以定期请一些文化名人到这
儿来讲学。”于是，就有了何建明书院
落户双流的佳作。

“何建明书院”面积3000平方米，
大大的落地窗，面朝凤栖湖，环境安静
宜人，藏有不少何建明的作品和藏
书。这里不仅为何建明持续创作双流
故事提供场所，还会以此为载体，进行
作家、艺术家的挖掘培养，也将为青年
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一个文学和艺术
的创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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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向读者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雷远东 摄

鲁奖作家何建明：

《流的金流的情》写出双流人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