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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睹大作，甚是兴奋。
我看到作者王殿芳的诗作后，对她勇于钻研创新

写作的精神很是敬佩。再仔细一看，作者竟然还是位
年过古稀的老者。

首先，她这种钻研创新写作的精神，值得我们搞
文学的人去学习、去尊重。

搞文学的年轻人很多，搞文学的专业人士也很
多，但是真正把心思用在单纯的文学研究上，甚少！

敬佩之余，仔细阅读王殿芳老大姐的邮箱以及博
客上的文章，大为感叹，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和赞扬，原来是货真价实！——

“人问天
是你把我

叫做人吗
天说是
人问地
是你把我
叫做人吗
地说是
人说——唔
天与地都把我
叫做人
我在天地之间
头顶蓝天
脚踏大地
可得堂堂做人”。

我们杂志从复刊开始，致力于发展文学，改变中
国文学的状态，虽然梦想太过远大，可是我们一直在
努力做。我们不是为了办刊而办刊，我们是为了为文
学谋出路、谋发展而办刊。文学是伟大的、高尚的，
文学也应该是通俗的、大众的，不要求人人喜好文
学，但求人人懂得欣赏、学会学习。

老大姐的小品诗，韵味十足，思想深刻，讽刺尖
锐，来源于凡俗生活的形形色色而又还给了生活中的
主体——人。我自知浅薄，不敢高言，但是我敢肯
定，读老大姐的诗歌，会让读者有莫大的收获。

老大姐，看到您的诗歌，看到您的博客，同时也
看到了您的为人：“素质差的不卖，刁民癞子不卖”
（邮购 小品诗诗集的声明），尖锐的抨击而又对现实社
会充满理解——这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我敬
佩您！

陈旧的思想要不得，文学要创新发展，也要适应
社会发展。当我们感慨文学现状的时候，更多的应该
去思考，思考当今文学，思考一下作为创作文学的我
们是否做到了与时俱进。

我是《文学月刊》社长，因为个人喜好诗歌，所
以兼做诗歌编辑。我想为老大姐推出一个个人作品专
栏，支持老大姐的小品诗创作，力求让更多的人看到
老大姐的作品、感悟老大姐的精神，让更多的人去思
考文学的位置、思考人生的价值。

（于海龙系《文学月刊》社长、主编、诗人）

诗 的 创 新诗 的 创 新
——走进王殿芳的博客

□于海龙

在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百年文学
史中，能够用长篇小说来描写苏北
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
仁前算是第一人。汪曾祺的短篇杰
作《受戒》《大淖记事》、胡石言革
命浪漫主义的《柳堡的故事》《秋雪
湖之恋》、毕飞宇飞扬灵动的中长篇
《地球上的王家庄》《平
原》，都曾为这个地域
的文学增添光彩。而
今，刘仁前用长篇小说
来描摹里下河半个多世
纪人事变迁的作品，可
被视作这一地域文学发
展的新动向。

“香河三部曲”是
作者 10 年写作的集
结，包括《香河》《浮
城》《残月》 3部长篇
小说，描摹了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至今生存在里
下河地区柳家四代人的
命运变迁。《香河》《浮
城》写出了中国农村、
乡镇、小城市半个世纪
的发展简史，呈现出里
下河地区从农业文明进
入现代文明的社会转
型。第三部《残月》则
表现了现代商业文明、
消费文明对一个小城镇
的渗透侵蚀，凸显农耕
文明的没落，摹写中国
农村60年变迁的沧海
桑田。

乡土文学在艺术风
格上有3个比较重要的
元素，也就是所谓的

“三画”：风俗画、风情
画和风景画。以上这3
个要素，“香河三部
曲”全部具备。其中，
第一部《香河》对“风景画”的描
写最为突出，这也是对30年来中国
乡土小说风景描写消失殆尽的一次
补救。

从整体的文学艺术品质来说，
《香河》也是“三部曲”中最好的一
部。它既有大量的风俗风景描写，
又有一种浪漫主义浸润在静态美的
农耕文明中的丰满气象。《浮城》则
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叉构思的

表现手法。《浮城》描摹了乡镇与城
市、官场与商场，其现实主义手法
出现在直叙中，浪漫主义手法则都
体现在插叙和回忆中且贯穿全书始
终。我一直认为，越是传统的文明
形态越适合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越
适合文学性的描写与铺陈。《浮城》

对风景画等方面的描写
就具有审美的穿透力和
冲击力。“三部曲”中
的《残月》写的是商业
飞速发展的城市变迁，
探讨的是人在社会变迁
中的种种心理变化。

就艺术表现手法来
说，《香河》 是“标
准”的乡土文学写法，
场面比较宏阔，描写沁
入肌理，开篇浓墨重彩
的风景描写立刻将读者
带入一种传统的美学意
境之中。作者把丰富的
故事情节与散文化的叙
事方式相融，使小说的
内部节奏形成了有机的
张弛。需要说明的是，
迄今为止，在所有反映
里下河地区的文学作品
中，采用苏北方言进行
写作者，刘仁前是第一
个。

从“香河三部曲”
整体来看，其不足之处
也很明显。比如，它表
现出了许多当代作家在
创作长篇小说时都容易
出现的问题：虎头蛇
尾，作家把握大篇章的
后劲不足。再比如“三
部曲”最后一部 《残
月》在反映新一代人的
心理变迁时，如果能够

表现人物心理变迁背后强大的社会
力量，则会给读者预留出更广阔的
想象空间，其文本的文学艺术性也
会更强。此外，“三部曲”对人物的
描写应放在同一层面，即都以表现
柳家四代人的情感历史为主，但第
三部却多有旁枝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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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是个地名，古代写
作琅邪，亦作琅玡，主要是
指今山东东南沿海地区。

琅琊这个地名十分古老
最先的琅琊指琅琊山，

据说是周代初期，姜太公封
齐时作八神，其中四时主祠
就立在琅琊山上。西周建立
于公元前1046年，距今已
经3000多年了。

琅琊地名非常多
古代不单有琅琊山，还

有琅琊台、琅琊邑、琅琊
县、琅琊郡、琅琊国等。

琅琊台在《史记》中称
观台，明显就是对天文台的
别称，起源跟卧薪尝胆的越

王勾践有关，史载勾践为了
争霸，迁都到琅琊，“立观
台以望东海”。后来秦始皇
在琅琊山上筑琅琊台，据说
先后有秦皇汉武等9位帝王
驾临此台。

琅琊邑乃春秋时齐国所
置，秦朝又设了琅琊县，同
时为琅琊郡的治所。琅琊县、
琅琊郡直到唐代才消失。

琅琊国出现在西汉初
年，是汉朝的同姓诸侯国。
两汉、两晋都有琅琊国，晋
朝的琅琊国尤其著名，不单
出了八王之乱里的赵王司马
伦 （始封琅琊王），还出了
包括东晋建立者晋元帝司马

睿在内的5位皇帝。
琅琊是许多名门望族的

郡望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诗
里提到的王家就是琅琊王
氏，这个家族几乎主导了东
晋到南朝的历史，名人有王
祥、王戎、王导、王敦、王
羲之、王献之等，无怪乎当
时有民谚讲“王与马 （司
马）共天下”。此外，琅琊
颜氏是孔子弟子颜回后人，
琅琊诸葛氏则出现了诸葛
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
恪这些名震三国的牛人。

（据《中国剪报》）

琅琊究竟是什么意思

【内容简介】
《百年童话》是作家曹建伟2016年出版的

最新代表作，是长江文艺出版社60周年重磅力
作，被形容为“读哭每一个中国人”的长篇小说。
小说跨越了140年的历史，从太平天国覆灭到
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不仅是迄今为止历史跨
度最长的中国小说，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近
代北京演变史，无数相关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也在其中全新出场。是一部爱与尊严的生命史
诗，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生命与精神童话。

这部小说跨越140年时空，以北京为宏大
的历史舞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纷纷上演，眼
花缭乱的历史人物粉墨出场，他们皆成为一段
平凡而漫长人生的背景。以铁布衫武士赵铁生
传奇的人生为主线，穿插数十个人物不同的人
生起伏沉落，在这些平凡或传奇的人生历程中，
是绵延了五代人生的感人肺腑的永恒爱情，是
中国人生命中深深潜藏的爱的哲学，更有给人
无限深思的“童话隐喻”，触及中国人灵魂深处
的共鸣，堪称年
度最感人的长篇
小说。

《百年童话》：读哭每个心有共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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