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弄堂烟火，寻常巷陌，在赵丽
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就像是定格
在历史中的城市剪影，孕育着有关
童年、有关动荡、有关人情冷暖与
世态炎凉的故事；而钧天广乐，羯
鼓催花，则成为赵丽宏的艺术世界
里与文学遥相辉映的双子星，占据
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一席之地。在
赵丽宏的新作《手足琴》中，这二者
相互成就，碰撞出一个关于手足之
情、关于音乐与梦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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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芍药镇思明中学几个少年在
抗日战争中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老练
爽利的语言塑造了一组鲜活的少年群
像。他们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们的带
领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成语传递情
报，在日军铁蹄下守护小镇。作品描摹
了巨大民族危机下的小镇众生相，展现
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平凡个体的
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带领小读者回望
那段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思考中
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精神根基所在。

刘江伟：您能谈谈幼时的文学启蒙吗？

谢冕：幼时的文学启蒙必须提到巴
金和冰心。《家》和《寄小读者》，是我

童年挚爱的两本书。前者给我热情，后者
给我温暖；前者教我抗争，后者启我爱心。
就是这样两本文学作品，深刻引导我走上
文学和诗歌追梦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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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伟

“

本期话题：

谢冕：用诗歌点亮爱和激情你问
我答

本期嘉宾：谢冕

刘江伟：您真正与诗结缘是什么时候？

谢冕：真正与诗结缘，是到北京大学后。1955年，我结
束六年参军生涯，经过高考，如愿以偿来到未名湖
畔。1958年，和同学们响应时代号召，以集体的名义

编写《中国文学史》，很快写出一部“红色文学史”。尽管教材存
有一定的片面性，却让我们收获了不小的名气。不久后，《诗刊》
副主编徐迟找到我，提议由北大学生编一部新诗发展史。记得
1959年的那个冬天，我和孙绍振、孙玉石等六名同学，从北大图
书馆拉走一车新诗史料，住进一套临时单元房。伴着寒风和孤
灯，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寒假便写出“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草
稿，这也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往事历历，清
晰如昨。大学里的这些实践可能不成熟，但无疑让我得到了充
分的学术锻炼，也坚定了研究诗歌的想法。可以说，诗歌点亮了
我的爱和激情。

3

“

刘江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一些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方式，
写得很朦胧，被诗歌界斥为怪现象、怪诗
篇。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新诗研讨会上，
“朦胧诗”便成为焦点，反对者声势浩大，支
持者寥若晨星。

谢冕：我是坚定的支持者。1980年5月7
日，应光明日报之邀，我发表了《在新的崛

起面前》，文章指出对这些“古怪”的诗，要“听听、看
看、想想”，主张对其“适当的容忍和宽宏”。一石激
起千层浪。文章再次掀起论战，反对者攻击他是

“异端”“古怪理论家”，但正是在我和同志们不懈疾
呼下，朦胧诗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诗歌流派，涌现
出如《致橡树》等一批诗歌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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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伟：听说您生活中是个美食家？

谢冕：我的美食箴言是：该咸不咸，不吃；该甜不甜，
不吃；该油不油，不吃。
吃美食，实则在品人生，咂摸为人从文的“味道”。

冷也好，热也好，甜也好，咸也好，都要各在其位，都要各显其
能。愚生也钝，生性也许平和，处事也许雍如，但内心是一团
熊熊烈焰——热情、坚决，甚而激烈，这是品味饮食吗？不，也
许是在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

1932年1月6日出
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文艺
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
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
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
主编。

这里有直达名家
名人的快速通道，汇
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
心关切，让你从作品
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
的创作经历，你若问，
他就答。

在《手足琴》里，作者的童年经历与作品
主人公再次融合于上海的弄堂之中，城市的
烟火与沧桑以更漫长、更宏阔的跨度再现于
文字当中。这一次，那些如朝花夕拾般的童
年碎片有了手足之情的支撑以及音乐、艺术
与梦想的托举，飞出了弄堂与街巷，到达天堂
门口。

上海是一座多变的城市，多元的文化交
汇给上海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赵丽宏笔
下，上海又是不变的——不变的弄堂与街巷，
不变的洋房与石库门楼房，不变的上海闲话，
不变的市井喧哗与人情冷暖，成为这座城市
坚韧的骨骼，支撑着其独特的历史肌理与血
肉的温度。在跨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上海所
经历的巨变是时代巨变的一个缩影。赵丽宏
作为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亲历者，其笔下的上海正是他“检阅起落的波
浪”的观测点。正如赵丽宏所言：“可以说，我
写作的源头和动力，都藏在这座城市中。”

不同于《童年河》对于童年记忆几近于散
点状的描绘，《手足琴》的追忆是有聚焦的。
当那些散落在亲情、友情、邻里之情的小事被
聚焦于手足情义的时候，这种贯穿生活始终、
体现于点点滴滴的手足情义无疑是足够真诚
与感人的。

《手足琴》中幼年丧父的兄弟俩面临着生
活的困窘，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
担。大麦“长兄为父”式的照顾填补了荞麦生
活中父亲角色的空缺。而正是这种责任与担
当，催生出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手足琴。严
格说来，“手足琴”有两把。第一把，是大麦无
师自通地修好的那把旧口琴——在那一场

《天方夜谭》带来的启蒙之后，这几乎是荞麦
进入音乐殿堂的第一把钥匙。这把口琴让荞
麦的音乐天赋得以充分展现，也给了他之后
获得更多离音乐梦想更进一步的机会。而另
一把，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大麦凭借自己的努
力制造出一把专属于荞麦的独一无二的小提
琴。赵丽宏和荞麦一样自小对音乐有着浓厚
的兴趣，而他得到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来自
他的哥哥。虽然最后赵丽宏并未走上演奏者
的道路，但这把“手足琴”的琴声依旧充盈着
他的音乐梦。这段经历裹挟着真挚的情感投
射在了大麦的身上，小说中的手足琴也因此
显得更加鲜活。

不论是赵丽宏还是荞麦，最终没有成为

《少年杨科》里那个不幸的音乐迷小杨科，都
得益于哥哥的付出与关爱。让荞麦最终如愿
站在音乐大剧院的舞台上奏响美妙乐声的，
是手足琴，也是手足情。

《手足琴》的叙事节奏是紧凑的，除了预
叙所带来的悬念效果以外，还得益于荞麦、大
麦兄弟俩双线并行的追梦故事，由此使人物
的行动具备极强的动机和成长性。不仅是主
人公，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虽然历经动荡，但福庆里那些善良真诚
的孩子们都成了自己梦想中的大人。

“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可以被打碎，甚至破
灭……但是，藏在心里的希望，是可以保留住
的，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把它藏在心里的人，去
追寻希望的所在。”在那些至暗时刻里，《手足
琴》在铭记历史的同时，给出了一个走出黑暗
的答案，即希望那些心怀希望的孩子们，终究
会迎来自己的黎明。

相似的弄堂，一样善良的孩子们，《童
年河》的文字是流动的、发散的，如沧海拾
珠、时光漫步，蕴含着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深
切怀念；而《手足琴》则是具有目标导向和
强烈动机的，如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电影，沿
着几把琴将故事铺陈开来。《手足琴》文末
的来往信件作为岁月的切片，展现了一段
漫长的时间跨度。这段时间跨度集中囊括
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也
包含着福庆里的人们重要的人生转折。这
些福庆里走出的少年作为特殊时代的亲历
者，讲述自身的经历，对时代的表现相较于

《童年河》来说更加直观。而音乐的浸染以
及大麦、荞麦兄弟俩的梦想，更是将艺术教
育与经典的少年成长元素注入文本，使之
具备了成长小说的特质。《童年河》的精神
还乡，在《手足琴》中成为一场出走、一个多
线复合的追寻模式，在复归与出走间，不变
的是赵丽宏书写儿童文学时所坚守的“写
熟悉的事”的原则，以及对人性真善美始终
如一的呈现与守护。

至《手足琴》，赵丽宏的儿童文学王国已
然初具规模，显现出的文学脉络也逐渐清晰
可见。上海弄堂的尘世烟火里还会开出怎样
的花朵？那些花朵又是否会在更加广阔的时
空里绽放出不一样的形态？我想，这不论是
对于赵丽宏，还是对于读者而言，都是一个值
得探索的广阔空间。

从寻常巷陌到天堂门口
——读赵丽宏《手足琴》

书
潭
聚
焦

15
2023.8.24 星期四 编辑 李傲 美编 丁锐

WEN HUA

悦读●

□叶雨豪

文 化

《万物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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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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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3年7月

《万物相爱》是作家安宁在对内蒙
古广袤苍凉又开阔诗意的审美认知下，
历时三年，最新完成的自然主题散文
集。作品文风开阔浩荡，气息丰沛盎
然，饱含着作家对世间万物的热爱。就
在辽阔大地幽微起伏的褶皱中，万千生
命散发寂静光芒。作家安宁以谦卑朴
素之姿，引领读者思考人与自然、生与
死、宇宙星空等永恒主题，并重新认知
自然万物对人类诗意栖居的重要意
义。本书入选 2020 年度中国作家协会
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入选“2020年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等重要文学榜
单，并被《年度散文 50 篇（2022）》《2022
年当代散文20家》等年选选载。

《音乐的瞬间——卜大炜音
乐文集》

作者：卜大炜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3月

本书收录卜大炜 2011-2021 年的
音乐随笔，里面大量的音乐会亲身感悟
记录了十年以来中国古典音乐界的经
典舞台。作者专业扎实、累积深厚，具
体体现在他对各种体裁、题材作品不仅
熟稔，而且可以就其风格、音乐特点做
出横向比对，从《参孙与达丽拉》中女
主角的形象，可以延伸到《卡门》《图兰
朵》等作品的东方女性角色塑造上来，
取相似之处加以分析，论点新奇，论据
详实，入情入理。书中所列举的一个个
舞台、一代代音乐人，串联起了中国半
个多世纪来音乐的发展脉络，从中国部
管弦乐作品《雪中行军进行曲》到如今
的百花齐放，从《茶花女》的艰难上演
到今日中国制作成为经典。音乐舞台
记录的，是一代代的精神风貌。古典乐
在中国从萌芽到今日繁荣，也许音乐史
书可以看到更为宏观的风格流变，但更
细微处、更生动处则散落在本书一次次
音乐会的感悟中。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
gh@sina.com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