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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天府书展，各种名家分
享会让读者应接不暇。除了

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主会场，分会场
的活动也精彩纷呈。10 月 15 日下午，
在西部文化产业中心阿来书房，阿来、
叶舟、梁平三位名家开启“我的心房是
一个巨大的蜂巢——阿来诗集《从梭磨
河出发》分享会”。三人上演老友记，分
享会由阿来的青春期谈起，氛围诙谐幽
默、惬意深情。

和梁平叶舟聊自己的青春期

《从梭磨河出发》是浙江文艺出版

社·KEY-可以文化推出的新书，是迄今

为止收录诗歌数量最多的阿来诗集，这

些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叙事

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活，以质朴真

挚的笔触抒发了阿来对祖祖辈辈生活

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阿来将《从梭磨河出发》称之为自

己文学道路的起点，他说：“这里面收集

了我1982年到1989年写的诗，我30岁

写作兴趣转移之后，便没有写过诗。之

前出过一本《阿来诗文集》和另一个版本

的《阿来的诗》。《从梭磨河出发》是华东

师范大学毛尖教授和学生的一个课题

——寻找老作家的青春期。1982年到

1989年的我，刚刚进入文学书写期。”

当主持人问阿来，提到了老作家也

提到了青春期，对哪个最感兴趣？阿来

说：“我对青春期有点模糊，我是生活在

当下的动物，更重要的是当下。”

梁平：阿来不写诗是文坛的损失

著名诗人梁平作为阿来的老朋友，

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阿来的

诗，我以前零星地读过，上个世纪80年

代，我和阿来同时出道，当时都还属于

青年诗人。阿来的诗写得不多，但阿

坝、草原、梭磨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

阿来的诗中就开始呈现。那时候《星

星》诗刊的封三是青年诗人影像，一人

一张照片，我和阿来在同一期同款出现

过，这是我们最早的同框。”

这次难得的同框，给两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有一次阿来坐了一晚上的

火车去重庆，去车站接阿来的正是梁

平，就是凭借书上的照片相认。在彼时

梁平的眼中，“看照片，阿来有点帅，有

点不安分，还有点藏着野心。”

评价阿来的诗歌时，梁平直言不讳

地说：“阿来的诗歌今天看来水平不低

于他的小说，他不写诗是中国文坛的损

失。阿来的诗写了多少留下多少，这是

一个奇迹。放到当今诗坛，不管一些诗

人出了十本二十本诗集，和阿来比，会惭

愧的，如果那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话。”

年轻时期的阿来有点帅，现在呢？

梁平的评价令听众爆笑：“还是乖。年

龄大了，不慈祥也慈祥了。”

当谈及阿来低调的诗歌创作中有

哪些宝藏时，作家叶舟持不同意见：“我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我不喜欢简单的

分类，诗歌、小说、散文……杰出的作家

贡献了优秀的文本，单从一本书来评价

有点简单。我读《从梭磨河出发》的第

一个感觉，这是阿来的第一部文学回忆

录。每一个少年的早年都是诗人，少年

的热情终将燃尽，有的人终生都是少

年，阿来就是。我确凿地认为《从梭磨

河出发》是回忆录。我生活在黄河边，

梭磨河是大渡河的支流，河的上游一定

是它的少年，是激昂和澎湃的。中年是

河的中游，像小说；下游是慈祥的，人的

一生也是如此。梭磨河是长江的上游，

也是一个少年的记忆。”

现场，阿来和梁平、叶舟分别朗诵

了诗集里自己心仪的诗歌片段，并进行

解读，讲述了汉语的隐秘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报道

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除了有现

实意义的故乡之外，还会在文字里塑造

出一个文学原乡。在作家杨献平的创作

世界里，“南太行”就是他的文学原乡。

在那里，他以现实故乡为底色，构建出一

个独特的文学地理。在那里，一个方圆

不过五十里的山区乡野的历史与生民和

作家的记忆反复碰撞，承载了作家最为

复杂的情感。即使离开这个乡域许多

年，他仍旧不断地回望和书写它……

近日，杨献平散文新作《故乡慢慢

明亮》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杨献平

以他熟悉的笔触再次塑造了南太行的文

学景观，记录具体乡域人文自然的古老

秩序、个体命运的生动图景。他以个人

亲历、社会调查方式，民俗学和人类学的

视角，细致呈现南太行山区乡野大地及

其人群生存现状、风俗民情、社会状况，

既不回避问题，又深入其中，进行理性思

考与研判，用温润、宽厚、包容、悲悯的情

感寄寓，书写了当代中国北方乡村自然

物候、文化传统，以及纷纭多样的世道人

心和时代背景下乡村变迁痕迹。

10月15日下午，杨献平与庞惊涛、

学者唐小林、作家张生全一起，在2023

天府书展分享他的新书《故乡慢慢明

亮》，探讨文学的地理构建，回溯故乡中

最原始的写作自我与他者。

杨献平说，所谓“南太行”，“是我个人

的命名，有些强行的意味。她和我从军多

年的巴丹吉林沙漠同为我迄今写得最多的

两块‘地域’。所谓南太行，即今太行山在

河北、河南与山西部分地区的北方山野。”

《故乡慢慢明亮》中的篇章，写作时

间有些差不多三十年了，有些则不过一

两年。“从年少到中年，对于南太行故乡

的不断体察与指认，判断与递进，反映

了我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心性心境、态度

转变乃至精神的成长。《故乡慢慢明亮》

这本书，依旧延续了我对故乡南太行一

贯的现实观察发现、自然地理记录，以

及对于诸多个体生命及其迥然命运的

呈现。”杨献平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图片由杨献平提供

《
故
乡
慢
慢
明
亮
》

图书与影视两个行业人士的交流

互动，一直是文艺创作出精品的重要途

径。10月14日下午，在2023天府书展

主会场举行的“谍战文艺创作的故事张

力与人物塑造——《隐蔽的世界》”新书

分享会上，演员廖凡、石文中，导演奇道

与《隐蔽的世界》作者赖继展开了一场对

谈，话题围绕谍战类型故事的文艺创作，

带领现场读者朋友共同领略文本、影像

等不同载体的作品创作的魅力。几位嘉

宾还分享了他们来到成都的心情，表示很

高兴能参加四川文化盛事——天府书展。

《隐蔽的世界》讲述了一群人的热

血坚守与无声奉献。在特殊年代，无数

英雄隐姓埋名，用忠诚、理想、信念、智

慧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在分享会上，赖继介绍了自己的新

书《隐蔽的世界》，回忆了动笔之时的创

作初心和创作动机，讲述了从完成创作

到出版成书的幕后故事。他谈到，这本

小说与自己的其他作品既有相同又有

不同，相同的是小说延续了他的谍战作

品一贯的立意和主旨，理想、信念、忠诚

等是这些作品的关键词，不同的则是在

这本书里他采用了看似彼此独立又相互

关联的创作手法来讲述四个故事，相信

细心的读者能在书中发现有趣的伏笔。

赖继是四川宜宾人，1986年出生，

曾出版长篇小说《我最好朋友的秘密》

《宿敌：山河无名》《邪不胜正三部曲》

《AI特侦局》等作品。赖继透露，由他小

说《宿敌：山河无名》改编的同名剧集即

将进行拍摄。而在他打造的“谍战宇

宙”中，《宿敌：山河无名》一书与《隐蔽

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的

四个故事中，有的已完成改编，有电影

作品，也有剧集，在不久将会与读者和

观众见面。同时，另一本科幻小说《未

来特工局》也将很快和读者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和老友一起分享诗集《从梭磨河出发》

阿来：诗歌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分享会现场。

杨献平作品《故乡慢慢明亮》描绘“南太行”文学地理景观

演员廖凡现身天府书展 与作家畅聊谍战题材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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