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年5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王浩 版式张今驰 总检张浩 互动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作家相聚成都

以“写作营”探索文学的更多可能
写作营是一种全世界都甚为通行的

文学活动形式，它给来自不同地方的作
家们提供一个彼此交流的平台，助推文
学发展。5月13日至15日，由成都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
宣传部、中共简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成都
市文艺发展服务中心（《青年作家》杂志
社）、成都市作协、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成都市龙泉驿区文联、成都市简阳市
文联等单位承办的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
写作营在蓉举行。

李知展、邓安庆、王海雪、路魆、贾若
萱、龚万莹、钱墨痕、严孜铭、李路平、葛小
明、张象、陈萨日娜、袁甲平、卢鑫、加主布
哈、李下、王亦北、范宇、林宗申等19位来
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以及获得第八届
华语青年作家奖的青年作家们，齐聚成
都。在为期三天的写作营活动期间，四川
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小说家
罗伟章和《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徐福伟作
为指导教师，为青年作家们作了专题讲
座。青年作家们还围绕青年创作开展了
文学沙龙，在交流与分享中共享创作经
验、探讨创作方向、探索创作可能。

此外，青年作家们还前往龙泉驿区
东安湖、龙泉山和简阳市规划馆及石钟
镇前锋村、平武镇尤安村、平泉街道荷桥
村等地采风，感知龙泉驿区和简阳市两
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禀赋和发展脉搏，为
创作以成都为大背景、以两地为主元素
的文学作品收集素材、寻找灵感。

“互相启发、激活，照见彼此的亮点”

参加本届写作营的青年作家们实
力不俗，不少人取得过中国人民大学等
高等院校的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或者毕
业于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的作家研究生
班或者鲁院高研班，还有的正在复旦大

学中文系攻读创意写作硕士。有的是
北大中文系硕士，现在武大在读博士。
有的则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从事过电
影编剧工作。这些青年作家绝大部分
是90后。

营员之一袁甲平1992年11月出生
于广东揭东，毕业于中南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取得文学硕士，现在湖南一
家出版社工作。参加第三届文学写作
营，她感受颇深：“写作营对青年写作者
而言非常重要，不仅仅因为在这里可以
见到文学前辈，更重要的是，青年写作者
也能够找到同道，能够抱团取暖。最近
这些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词语，叫治愈。
在我的理解中，治愈就是我们通过某种
东西，比如绘画、电影、音乐或者文学，确
认我与另一个人必然相关并且休戚与
共。写作营是个非常治愈的活动。”

本次写作营导师之一、小说家罗伟
章在所做的专题讲座中，分享了诸多关
于文学的真知灼见，引发青年作家们广
泛共鸣。袁甲平说：“罗老师说的‘真
诚’，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在一个相对隔
阂的年代里，我依然愿意对你剖开我的
心。年轻的写作者在写作营中，与其说
是相互学习，不如说是相互取暖，相互

支撑，把堂吉诃德式的行为相互确认，
认为这种行为意味深长，甚至提高到人
的本质意义。就像老师们说的，人之所
以需要文学，就是因为人很脆弱、人都
会死，在全人类的范围内，我们都需要
抱团取暖，需要相互确认甚至是相互

‘欺骗’。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写的是生
活的勇气。”

营员卢鑫是重庆云阳人，毕业于川
大。出生于1991年的卢鑫，已出文集《爬
山虎骑士》、诗集《心灵史书》《不鼓自鸣》
《年代野说》，有小说发表于《人民文
学》。参加本次写作营活动，他对罗伟章
老师的讲座印象深刻。“罗老师提到，我
们要么以体验的方式生活，要么以虚构
的方式生活。这一点我感触很深。他
说，哪怕我们诚实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也会凸显或隐藏。于写作者而言，这或
许是对叙述学的启示。我们的叙述，如
何抵达真实？虚构本身即可成为真实。
关键是如何‘成为’、以什么方式。我们
的写作过程，笔下每一句话，就是尝试找
到这样的方式。比如汲取不同学科经
验，对日常生活的观看。虚构并非虚假，
而应该是求真。”参加本次写作营，他感
到收获很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写作旨

趣、阅读口味、生活经验，听不同作家分
享，和写作同行交流，我觉得可以互相启
发、激活，照见彼此的亮点。”

郑小驴曾经参加过第二届华语青年
作家营，这次作为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
奖的获奖人，他也参加了第三届华语青
年作家营的文学创作沙龙活动。在发言
中，他真诚建议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美
好的平台，好好交流。“去年来参加的时
候，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几天，大家成为
很好的朋友，到最后都舍不得离开。”

“在文学之路与青年作家结伴而行”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简阳作家周克
芹的乡土文学写作是一道不容错过的风
景。他笔下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
成都简阳、在葫芦坝上依然馨香流芳。

2019年，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写作
营”在成都简阳启动，将写作营活动与华
语青年作家奖融为一体。该写作营集结
优秀的青年作家集聚成都，为优秀青年
作家搭设一个走向更广阔文学世界的平
台，助力青年作家成长与进步。在此前
两届，阿来、徐则臣、谢有顺、裘山山等名
家都曾担任导师，为营员们作专题讲座
分享。

《青年作家》执行主编、作家熊焱在
沙龙上对前来参加写作营的青年作家们
说，青年意味着梦想和未来 ，意味着未
来无限可能：“虽然我已不是青年作家，
但我是从青年作家走过来的。而且我们
主办《青年作家》杂志，愿意在文学这条
路上与青年作家结伴而行。”

《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作家卢一
萍则勉励大家：“保持青年的锐气，写作
上不要过早地把自己变得老气横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营员在简阳采风。

由封面新闻、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
的“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在封面新闻客
户端及矩阵平台上线以来，备受关注。来
自九大点位的专家学者、各大高校的教授
及东坡爱好者共同出题，汇集成本次挑战
赛的上千道题目。截至目前，“寻路东坡”
知识挑战赛团体赛已有上百个团队组队
成功，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艺术总监董凡点
赞此活动说，“借用东坡专家李六如老师
的一句话，‘东坡精神告诉我，要做一个薪
火相传的人，我们手里的火炬就是东坡精
神，我们要传给更年轻的人’，‘寻路东坡’
的记者们都是火炬传递者，用东坡精神滋
养和激励每一个年轻人，这个活动的意义
和价值就在于此”。

5月15日下午，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
剧《苏东坡》剧组、文旅话剧《苏东坡》驻
场演出剧组，走进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
苏轼、苏辙的故居——眉山三苏祠，召开
四川人艺话剧《苏东坡》2023年全国巡演
启动仪式，以眉山为起点，正式开启话剧
《苏东坡》的全国巡演。

大型原创话剧《苏东坡》曾于2018年
在成都首演，先后四次获国家艺术基金、
四川艺术基金、四川省重大文艺扶持项
目等支持。两轮全国巡演，行程两万四
千公里，演职人员足迹遍布三十多座城
市，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得到专家
的肯定和赞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仲呈祥曾评论话剧《苏东坡》：“常演常

新，一定能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话剧史上
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

在本次话剧《苏东坡》全国巡演启动
仪式上，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罗鸿亮介绍，2022年10月，四川
人艺在大型原创话剧《苏东坡》的基础上，
将优秀的舞台剧目转化为驻场版文旅产
品，2023年初，话剧《苏东坡》联合四川博
物院“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
物特展”首度跨界合作，探索了“文博+戏

剧”沉浸式演艺新形态，在四川博物院展厅
开启话剧《苏东坡》文博版展演，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2023年，四川人
艺还将推出弘扬家风家教的大型原创话剧
《苏母》，讲述苏东坡母亲程夫人劝夫以进、
教子以学、持家以富成就“一门父子三词
客，流芳百世八大家”的励志故事。

在全国巡演启动仪式上，四川人民艺
术剧院艺术总监、话剧《苏母》主演董凡对
记者表示，“从话剧《苏东坡》，再到话剧

《苏母》，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一直将最鲜
明、最突出的时代精神用文艺作品表现出
来，使其成为当代文艺的主基调，唱响昂
扬的时代主旋律。”作为话剧《苏东坡》剧
组演员代表，苏东坡的扮演者李东昌在启
动仪式上说，“除了演好苏东坡这个角色，
所有演员都在每次演出中再次感受独具
魅力的苏东坡思想，希望观众不仅能感受
苏东坡的快意潇洒，更感受他对生命的哲
思。”对初心的坚持不仅成为话剧《苏东
坡》全体演职人员的底气，更为后续话剧
《苏母》注入新时代的生命力。

来到三苏祠，再次感受苏门丰富的
文化底蕴和眉山独特的地方魅力，让话
剧《苏东坡》剧组更深刻理解了东坡精神
在当代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从眉山出
发，5月20日-7月20日，话剧《苏东坡》将
去往舟山、上海、苏州、深圳、石家庄等全
国十座城市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让更
多人感受到东坡文化的博大精深。

截至6月8日，小封AI挑战赛和团体
挑战赛将同时进行。在玩法形式上，小
封AI挑战赛与个人挑战赛、团体挑战赛
不同，对抗答题的互动性更突出。AI技
术数字化带来的挑战性更强，将以崭新
的方式重塑参与者的答题体验。

团体赛正在激烈比拼中，如果有苏迷用
户想要自行组队参与团体赛，可以添加微信
号：封面主理人（qingjiaoshequ）来报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董凡在巡演启动仪式上发言。李文婷 摄

话剧《苏东坡》开启全国巡演

四川人艺艺术总监董凡点赞“寻路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