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动展现谢冕丰美的诗歌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

学馆馆长李敬泽说，谢冕的文将经验、

智慧、见识、性情饱满充分地融为一体，

谢冕的诗见其心性，有助于读者重新认

识当代诗的发展。两本书体现了谢冕

作文、做人的高尚境界，值得认真阅读，

认真学习。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

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说，《昨夜闲潭梦

落花》是关于故乡的。将风土人情写得

有趣不足为奇，写得有情才绝非易事。

谢冕的散文正是有情的散文，而谢冕最

终离开了家乡，成为漂泊的苦旅者，但

“回家的心思，总在心头”。曹文轩同时

表示，是学术耽误了一位出色的诗人和

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期待有文章在学

术层面上综合性考察谢冕先生的美学

坚守、人格力量与诗性见地。

作为出版方，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

编辑林彬和漓江出版社总编辑张谦分

别介绍了《昨夜闲潭梦落花》和《以诗为

梦》的策划出版情况。

《昨夜闲潭梦落花》收入谢冕1987

年12月至2023年12月写作的关于故

乡的文章65篇，童年、母爱，亲情、友

情、师生之情；岁时、美食；诗人、诗歌；

山川美景、人文精神，这些与故乡有关

的人、物、事分别被梳理到四辑中。《以

诗为梦》是漓江社“双子座文丛”第三辑

发轫之作，“双子座文丛”取意两栖、双

优，第三辑聚焦当代文学星图里具有双

坐标意义的写作者，以“诗评两道，星光

闪耀”为号召，吸引了谢冕、张清华、何

向阳、敬文东、戴潍娜等既是诗人、又是

评论家的老中青名家的加盟。

《以诗为梦》收录了谢冕近70首诗

歌作品和近10万字诗学随笔。诗歌部

分包括他早期作品——写于1948年1

月到1949年9月的诗，和写于1973年10

月到1974年9月的“西双版纳/瑞丽”组

诗，这些诗凝结自然、风土、社会场景等

为诗歌意象，坦率、真诚、纯粹，充溢着热

烈的诗情，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富于节奏

和韵律美感，生动地展现了谢冕先生作

为诗人的起点和诗歌生活的展开。

诗学随笔部分精选了谢冕那些好

读、有趣并在当代诗歌史中有影响力的

美文，如《在新的崛起面前》等，读者可

以从他富有历史感的宏观视野，具有前

瞻性、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文章中，领略

到中国新诗发展的波澜起伏，以及他明

丽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鲜明的文化

批评立场。让读者看到作为评论家的

谢冕，更看到作为诗人的谢冕，正是“双

子座文丛”的意义所在。

探寻谢冕少年情怀书写之源

《诗刊》杂志社主编李少君，首都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探索》主编吴思

敬，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

所所长孟繁华，《诗探索》（诗歌版）主编

林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陈福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渡，《人

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北京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高秀芹等就谢冕

的为人作文，以及对当代诗歌和中国文坛

的影响，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认识。

吴思敬说，如果将《昨夜闲潭梦落

花》和《以诗为梦》对照着读，可以看到

谢冕的双重身份在不同文体写作中的

体现。谢冕的早期诗歌创作，充分体现

了他的少年情怀，才情尽现，有着少年

对人生的感悟、青春期的浪漫以及思想

者的智慧。对照两书，可以探寻到谢冕

少年情怀书写的根源，能对他的人生道

路及思想发展轨迹有更清醒的认识。

《诗探索》（诗歌版）主编林莽发言时

说，谢冕的散文见文化、见性情、见时局、

见人间烟火，文字简洁、有发现、有诗意，

内涵深邃，外延丰富。谢冕身上有一种

自带光芒温暖人心的魅力，所以无论是

他的诗歌评论还是散文作品，都有一种

明澈的、通透的光芒照耀，这是因为谢冕

心胸坦荡，对自己经历的事物有通透的

理解，能够和相关的文化融会贯通，进行

更宽泛地思考和辨析，不断自行调整。

谢冕说，《昨夜闲潭梦落花》是对家

乡——土地和母亲的致意、感谢，《以诗

为梦》则呈现了“被遮蔽的谢冕”，无论

是写于1948年-1949年的少年之作，还

是写于1973年-1974年的西双版纳/瑞

丽组诗，都体现了自己对诗歌纯粹性的

追求和坚持。最后他寄语说，诗歌是自

由的、美好的、善的，生命因诗歌而美

丽，希望大家共享美丽的人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历史属于

过去，而科幻属于未来。但反直觉的

是，历史的变化虽然缓慢，但永不停息，

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我们所幻想的未

来，最终都将成为历史。”1月20日上

午，海漄2024成都幻迷见面会上，新晋

雨果奖得主、90后科幻作家海漄以“交

融的平行世界”为题，分享了自己对“历

史与科幻”“现实与未来”的解读，带领

现场幻迷一起仰望浩瀚星空，逐梦星辰

大海。

对自然的好奇
构成了科幻最本源的审美

2023年10月21日晚，世界科幻领

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2023 雨果

奖”，在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揭

晓，海漄凭借小说《时空画师》，荣获“最

佳短中篇小说奖”，成为继刘慈欣、郝景

芳之后第三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

作家。

三个月后，再次来到成都科幻馆，

海漄感慨：“几个月前，我以为我只会是

这座城市的一个过客，但现在却与它结

下了不解之缘；我也曾以为现实与幻想

是两个互不干涉的平行世界，但如今它

们已经交融在了一起，难分彼此。”

于海漄而言，获得如今的阶段性成

就，与广泛阅读密不可分。他透露，自

己从小就喜欢看科幻类作品，“不算小

学时在书店看的《海底两万里》《珊瑚岛

上的死光》《美洲来的哥伦布》等小说，

仅仅从意识到自己喜欢的是一类被称

作‘科幻小说’的故事起，我‘入坑’也已

整整20年了。”

在好奇心最旺盛，最适合阅读的年

纪，海漄邂逅了科幻，尤其读到刘慈欣

的《吞噬者》和潘海天的《饿塔》时，“它

们分别是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巅峰之作，

这两个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反复

讨论和区分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对

我造成限制。”

在阅读过程中，海漄逐渐意识到科

幻小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有时效性的文

学”，“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我们所幻

想的未来，最终都将成为历史。”因此，像

李硕的《孔子大历史》、黄仁宇的《万历十

五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历史读物，也都成了他的心头好，“当仰

望星空时，我们感慨寄蜉蝣于天地，对

宏大宇宙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和好奇，

构成了科幻最本源的审美。”海漄说。

科幻小说创作原则
不违反已知的科学原理

演讲中，海漄还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原则：“正如我们在科幻小说中遵循的

原则：不违反已知的科学原理。历史同

样是一门严肃科学——当然是人文类

的。尽管科幻小说已不再承担科普的

职能，但对科学的敬畏仍必不可少。因

此，我始终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历史科

幻小说中，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不

能违反当前公认的史实；其二，涉及历

史背景的细节，力求还原真实。对于非

历史专业出身的我而言，这既是一种保

护，也是一种挑战，只有在动笔前和写

作中不停查阅各类资料才能有所交

代。这个过程中不乏惊喜，某些线索竟

神奇地嵌入到故事中，发展出全新的脉

络，最终构筑成一个整体。”

随后，海漄还分享了《时空画师》的

创作来源，解释了书中将《千里江山

图》作者写成“赵希孟”的原因，并谦虚

表示：“在历史背景和细节上的较真，

并不能掩盖这篇作品在科学素养、科

幻概念上的不足，这是我近期一直在

反思的，也是我今后需要努力提高的，

也希望各位能不吝指点，提出自己的

意见。”

再次谈及获得雨果奖后给生活带

来的改变，海漄直言：“还没有完全适应

现在这种状态。”根据海漄的描述，在获

奖之后那几周里，他的手机每天充斥着

各种不间断的信息，甚至个人信息也被

泄露。从夸大的赞誉到尖锐的批评，只

经过了短短几天时间，这也是海漄始料

未及的。

既然现实与幻想已经不可避免地

交融在一起，那他就时刻用友人的话

提醒自己：不要被外界因素所干扰。

“既来之则安之，我期盼着热度尽快过

去，也希望平静的生活一切如故，我能

继续我的工作，能在空闲时写出自己满

意的故事。”

当天，海漄也带来了自己的首部科

幻短篇集《海漄怪奇故事集》。该书收

录有2023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获奖作

品《时空画师》以及《龙骸》《江之怒》

《极北之地》等七篇口碑佳作，另外还有

两篇此前未发表的优质新作《愿时间在

此停留》《土楼外的春天》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见习记者 王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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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双子星”闪耀
93岁诗人谢冕推出两本新书

雨果奖得主海漄来蓉分享：
我“入坑”科幻文学整整20年

在当代诗歌圈，北大教授谢冕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作为当代诗歌评论界
公认的领军人物，谢冕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今年93岁的谢冕，以诗人、

学者的身份，活跃在诗歌及诗歌评论现场，以饱满的热情推动当代诗歌研究与创
作的发展。

1月13日，谢冕的两本新书——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花》（海峡出版发行集
团）和诗文集《以诗为梦》（漓江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李敬泽出席谢冕新书发布会。 谢冕在新书发布会上。

《
以
诗
为
梦
》

《
昨
夜
闲
潭
梦
落
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