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1 月 16 日，“乡愁之海的岛

屿———戴明贤《石城》及《戴明贤

散文》新书分享会” 在贵阳也闲书

店举行。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石城》，是一部尝试多文体实

验、为石城安顺“立传” 的跨界文

化小说。小说以一个百岁老人的旧

时经历和当下生活两个维度为主

线展开，通过场景、叙事和独白三

套语言，描写了主人公晚年生活和

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石城往事。笔触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

各阶层生活等方面，包含各色人物

及大小故事逾百，又引入若干文献

资料及有关文字，描绘出一个内地

小城百余年间社会文化、 风尚习

俗、历史变迁、精神面貌等诸方面

的变与不变。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

代名家散文典藏” 丛书，以“经典

性”“开放性” 原则编选鲁迅、巴

金等八十余位“五四新文学” 运动

以来的作家散文集，新出版的《戴

明贤散文》为首批面世之作。 本书

精选戴明贤先生代表性散文六十

余篇，题材涵盖小城凡俗、乡人乡

事，前贤遗史、旧物掌故以及书斋

清欢，多角度呈现了作者以文化为

底蕴， 以情感为指归的创作风格。

论者认为其风格“糅合了电影、戏

剧、 小说、 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

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 手法，言

尽意远，回味无穷，被称为贵州文

化名片。 ”

分享会为读者与作者的隔空

问答。 活动方事先公开征集的问

题，由现场主持人分门别类后一一

代为提问和追问。 这些问题有“为

何晚年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

“怎么看待当年创作的历史小

说？ ” 等文体之问；“怎么理解作

品中安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

等语言之问；“作品受哪些作家影

响？ ”“作者与书中主人公是什么

关系？ ” 等溯源之问。

戴先生的回答围绕 “从儿童

文学、历史小说、散文随笔，到长

篇小说” 的创作谱系展开。 1966

年前， 戴先生喜欢观察儿童生活，

开始练笔写儿童文学；此后在大方

教书，以读书为主，宋史、清史等

史书读了不少，想通过历史了解现

实处境。 重新写作后，不再满足于

“单纯、简单” 的儿童文学写作，又

因书斋生活经验远多于现实生活

经验，于是转到时空人物更为丰富

的“历史小说” ，写了《九疑烟尘》

（收录九部历史小说），以及“南

明三部曲” 的第一部《花溅泪》，

觉得历史小说的文体 “要么拘泥

于历史，要么跑野马” ，便自我否

定了历史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读兴趣渐由虚构文学向纪实文

字转移，尤其嗜好各界人物的回忆

录、访谈录和史料研究，写作也从

个人经历中选取材料。 从《乌蒙杜

鹃》开始，接连写了一批散文、随

笔；二十年前出版的《一个人的安

顺》只写到 1949 年，之后更长的

时间尚未涉及，加之所有文体中尚

有长篇小说没有尝试过，于是有了

《石城》。

至于“普通话与方言”“创作

所受影响” 两个问题，戴先生讲了

两个故事。 他说：艺术家尹光中去

北京开会，会间去看古董，不知怎

么和卖家吵起来了，先是憋着贵普

话吵，怎样都不过瘾，直到换成贵

阳话才吵过瘾。“普通话是交流的

语言， 地方话是小说的语言” ；郭

沫若先生有一首关于读书的诗：

“蚕食桑而吐丝， 蜂采花而酿蜜。

牛吃草而出奶，树吸壤而生漆。 破

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

宙之万有，凭呕心之创作。 ” 创作

前会吸收很多营养，创作时这些营

养是看不见的。

戴先生的所有回答， 落脚在

两句话上。 “创作者一定要有向

上的追求，追求不同的气味”“对

象和笔墨的统一，写什么样的人，

就用怎样的笔墨。 我一辈子没写

过违心之言。 ” 前一句话是“向

上” ，后一句话是“真” 。 而真者

必美。

分享会的主题是 “乡愁之海

的岛屿” ， 主题中的 “乡愁” 二

字， 源于评论家对戴先生作品的

重新认识。 按过去传统分类，戴先

生的作品通常认为是 “乡土小

说” ，有文学研究者发现，其作都

是其人“乡愁” 的投射。 “乡愁”

如海，作品便是冒出“乡愁之海”

的岛屿。

分享会现场还穿插了袁本良、

杜应国、 周之江、 邹欣等学者、批

评家的读后发言。远在海南的袁本

良先生以词相贺：“九秩人生何所

似？ 倦程夕照冥如。 适斋却似日之

初。 文思泉溢涌，一岁两新书。 多

产岂因勤勉致？ 艺文玩得心舒。 奇

怀咳吐尽玑珠。 满堂聚戴粉，贤者

德非孤。 ” 袁先生还为《戴明贤散

文》一书写了导读；杜应国先生从

《石城》“我与镜中人” 的叙事为

原点出发，以发生学的角度解读了

两者的关系， 即 “镜中人” 既是

“我” 的投射，又是对“我” 的游离

与丰富；周之江先生从“书也，如

也，如其人” 的角度，认为西泠印

社社员戴老和西泠印社的气质相

似，不屈于流俗是完整的人。 他甚

至觉得戴老与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引用唐德刚在

《胡适杂忆》 中的一句话论述 ：

“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都没有胡

先生用功； 和胡氏同样用功的人，

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

差可与胡氏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

性好、人缘好、气味好。 ” 邹欣先生

说，“许多人认为《石城》像安顺

的一道美食‘一锅香’ ，而我认为

是‘千层饼’ ，可以由故事层、民俗

层、 文体层、 文化层……一层层

‘吃’ 下去。 ”

� � � � 很多时候， 林长民这个名字是活在

其女儿、“人间四月天” 的林徽因，以及

好友梁启超、徐志摩、章士钊等名人的名

字之下的。 林长民在 1925 年去世时，好

友徐志摩曾有意将其遗文编辑为 《双栝

斋文集》， 但随着徐志摩的遇难而作罢。

此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 林长民著述再

无人搜集、整理。 日前，林徽因研究专家

陈学勇、 林徽因外孙女于葵联手整理编

注的《林长民集》一书，让这位百年前的

人物可以活在自己的名字里。

《林长民集》收录了迄今为止可以发

表的林长民全部诗、文、日记、书信和翻

译文字，历经十余载的补遗、誊录、考订、

编注。 这部书承载了 20 世纪初中国内

政、外交的生动细节，折射了民国早期思

想文化的风云变幻。 这些文献当中，林长

民携林徽因的欧游日记，致林徽因、梁思

成、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民国名人的

书信首度完整面世。

从文集中， 我们可以勾勒出林长民

的历 史面 目 。 清 末 光 绪 二 年（1876

年）， 林长民出生于闽地林氏望族，到

他父亲林孝恂一代败至寒微 。 然而林

孝恂发奋进取 ，经科举重新步入仕途 ，

做过浙江多地的州县长官 。 好在他意

识到时代巨变在即 ， 与时俱进为子侄

们开设家塾 ，且入读不分男女 ；所课兼

容中西， 一边延聘古文名家林纾传授

国学， 一边特邀新派人物林万里引入

西学。 这样的启蒙、这样的家庭，奠定

了林长民的人生走向。 可以说，林长民

是“旧式家庭里走出的新青年” 。 故而

当他取得秀才功名后 ，旋即诀别科举，

进修英文、日文，并两度赴日留学。 主

编浙江最早的翻译刊物《译林》，出版

译著《西力东侵史》。 留学期间，他广

交能人志士 ， 甚至刻意结交不同政见

人物，以助实现强国抱负。 林长民振兴

中华的志向始于此时。 他的抱负 、度

量，他的豪气、胆识，还有他的文才 、口

才 ，在同胞中赢得了口碑 ，本人也被举

为留日同乡会会长。

林长民留学归来时，正值清政府施行

新规， 凡留学生经朝廷面试皆可授予翰

林。 然而他毅然舍弃这一仕途捷径，回

到民间跋涉于法治、宪政长途。 他先任

官办法政学校教务长，因办学理念与学

校当局不合遭免，于是自办私立法政学

校并自任校长。 他又创办了 《法政杂

志》，谋求面向社会，志在切实地研究实

际问题。 辛亥革命成功，林长民由福建

省推荐前往南京出席各省都督代表联

合会，参与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短短几年， 他接连担任参议院秘书长、

众议院秘书长、参政院宪法起草委员会

专任庶务、参政院代理秘书长 、国务院

参议、众议院议员、法制局长、司法总长

等职，与多位总统过从不疏。 然而政局

动荡，法治、宪政之路坎坎坷坷，他屡挫

屡试，坚韧不拔，不失为中国宪政运动

的先驱。 为此，章士钊称誉：“国宪和林

长民二义可并一。 ”

浮沉宦海二三十年，他未曾浸染政客

的世故、练达、圆滑、投机，依然保持着书

生本色。 也因此，林长民曾经跌入卖字接

济生计的境地， 罹难时家中仅剩三百余

元现金，林徽因也因此差点弃学回国，好

在有梁家资助，学业方才得以完成。

林长民多才多艺，能诗擅书，兼有著

译。 青春时期与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唱

和，晚年屡屡在王世澄、黄濬主编的《星

报》发表诗作。 徐志摩深知林长民“万

种风情无地着” ，多次“讽劝” 他离开政

界“回航” ，与其一并翱翔文坛，无奈林

长民自负志不在文。 他在世时，自身有

所收获的是书法，至今他的墨迹流传不

绝，市场拍价也不菲。 然而，他又终究没

有成为职业书家。 总之，林长民既非他

所自负的成功政治家，亦非如人所愿的

杰出文艺家。

书中提及， 林长民生前的文字不为

多，大多散落在京、津及其所属党派、社

团相关的报刊之上。 所幸他擅言辞、好演

说，留下篇幅不少的演讲记录稿，较之文

章或更具“直观性” 。 林长民许多文字属

于时论，虽不以立意深邃见长，却对时局

反应敏锐，其史料文献价值毋庸赘述。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 书中披露的携女儿林

徽因同行的欧游日记， 还原了林徽因早

年生活行迹。 这些珍贵文献详细记录了

林徽因早年的行迹、见闻、交游等生活细

节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

的真实面貌，系独家首次整体出版，文学

性与思想性兼备， 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

和研究价值。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近日，一场主题为“短视频时代，我

们怎样阅读” 的论坛再次将碎片化时代

如何进行深阅读的话题带入公众视野。

其实这是个近年来 “常谈常新” 的话

题，谈论的角度总是在变，不变的是话

题背后的焦虑与担忧，唯有去除这一令

人浮躁的情绪，才有助于在令人眼花缭

乱的时代，将阅读行为带回到“本真”

的状态。

必须承认的是， 短视频以无可阻挡

的态势， 占领了几乎全年龄段用户的手

机， 似乎大部分人都无法抵抗短视频的

吸引与影响。 短视频迅速形成一个巨大

的产业， 有大量的创作生产者进入到公

众娱乐生活的中心地带， 并衍生出诸多

商业行为。 有报告显示，短视频人均单日

使用时间为 151 分钟，短视频还成功“出

海” ，海外用户对中国生产出来的短视频

也是“上头” 不已。

在关注短视频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出版行业， 为纸书感到担忧：2024

年以来，纸书销量明显下降，2024 年第一

季度新书码洋同比降幅 42.90%。 在纸书

阅读方面，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读

纸书的时间仅为手机阅读的五分之一。

于是，“短视频正在‘摧毁’ 阅读” 的论

调得到不少人的认可。“每次刷完（短视

频）都会批评自己” ，是不少短视频用户

的想法。 不想刷又戒不掉，短视频真是让

人既快乐又烦恼。

客观而言， 短视频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给深阅读制造了障碍，但是否能简单

地将纸书销量与阅读量的下降“归罪”

于短视频，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说到深阅读， 人们本能地会想到经

典、名著、人文社科、思想哲学等大部头。

有关深阅读的画面想象与动作姿态，也

多是与青灯黄卷、手不释卷等相关。 但随

着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时代

的到来， 深阅读逐步从纸张载体上剥离

这是不争的事实：古籍的数字化，方便了

存储、查询、使用，优质图书也可以做到

排版精美、 错别字极少地呈现于多种数

字阅读平台。 “纸” 情结，更多是喜欢纸

质出版层层把关带来的权威、 严谨、美

观， 而当数字化也可以不断接近这些标

准时，阅读的载体也许可以更加多样化。

短视频与深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之处，就是被动阅读与主动阅读的区别。

人们刷到的短视频，多是被动阅读，因为

虽然知道下一条短视频大概是自己喜欢

的，但却无法确定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用拇指滑走与否， 取决于头脑刹那间的

决定；而深阅读的发生，多是主动行为，

人们要去选择阅读对象， 在阅读开始之

前，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预览

内容简介、听取别人建议、做好时间与精

力上的准备等。 被动一些总是舒适的，而

主动一些则要有点儿挑战精神。

此外，深阅读是有门槛的，入门是费

力的，过程是有难度的，读者是要克服

惰性的，深阅读历来如此 ，自然也不会

因为短视频的出现而产生变化。 所以，

短视频与深阅读之间并非竞争关系，受

众的选择，远比所谓两者之间的竞争更

重要。

如何让更多人重视深阅读、选择深阅

读？ 这是个老话题，深阅读与时代特征、

社会氛围、经济周期、价值观念均有着复

杂而微妙的联系，这些联系又互为表里，

形成了一个系统性难题， 并困住了大多

数人， 但也有不少人能够摆脱这个难题

的巨大黏性，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路线。

实际上，这也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它暗含着一个人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

以及对未来的一种向往。 这种选择可能

是出于本能，从表层看是含糊的，但从内

里看， 却有一种无形的坚定在。 这份坚

定，其实就是“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的新玩意儿” 。

� � � �“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 颁奖

典礼举行———

贵州作家姚瑶、牧之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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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集》：

还原百年前的名流与时代

短视频并不是深阅读的敌人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在线

作家

�从“真”出发 落脚“乡愁”

———“戴明贤《石城》及《戴明贤散文》新书分享会” 在贵阳举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本报讯 11 月 16 日晚，由中

国作家协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主办的 “2024 中国文学盛典·

骏马奖之夜” 颁奖典礼在广西南

宁举行， 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 30 位作

者接过奖杯，姚瑶、牧之两位贵州

获奖作家在列。

侗族作家姚瑶凭借 《村 BA：

观 察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一 个 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获

报告文学奖 。 授奖词是 ：“《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以

小见大，提供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

一个独特样本，描写了台盘村的乡

村振兴故事。 ” 该书聚焦贵州省台

盘村“村 BA” 赛事持续走红的背

后，展现了被誉为“十年来经济社

会变化的一个缩影”“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的台盘村的

山乡巨变。 “台盘村的‘小’ 承载

着这个时代无限的‘大’ 。 台盘村

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的缩影。

我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看见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

造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 ” 姚

瑶说，“相信在这部书里， 我已经

完成了对一个村庄的诗意表达。

关于诗歌、 关于激情、 关于振兴、

关于梦想所有的字眼，一定指向了

幸福。 ”

该书是中宣部 2023 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由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先后荣获 2023 年度“中国

好书” 等奖项。 作者现为黔东南州

作协主席，著有《疼痛》《芦笙吹

响的地方》《烛照苗乡》《守望人

间最小的村庄》等作品集，获首届

中国电力文学奖、2022 《民族文

学》年度奖、贵州省第三届“尹珍

诗歌奖” 创作奖等。

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

获诗歌奖。 颁奖词写道：“《盘江

魂》气势恢宏 ，构建起一条大江

的奔腾形象和壮阔历史。 ” 全诗

由五部分组成 ，分别是 ：盘江之

源、盘江之魂、盘江两岸美、盘江

遗韵、盘江之梦。 作者把对南北

盘江的深情和热爱，用三千多行

唯美而富于质感的诗句充斥飘

逸于整个盘江宏大的篇幅里，真

挚地表达他对心中盘江的爱戴

和感恩，让这两条流淌了千载万

年的南北盘江有了抒写它的第

一部抒情长诗。 “作为生活在盘

江岸边的子孙，盘江就是我的生

命之魂， 就是我的生命之根，就

是我回家的路。 ” 牧之在获奖感

言中说，“创作抒情长诗 《盘江

魂》， 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对

自己生活的这片热土的爱，是刻

骨铭心的， 用诗歌抒写的方式，

让人们了解这片热土，走进这片

热土，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

牧之本名韦光榜， 贵州贞丰

人，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黔西

南州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出版

有 《心灵的遥望》《依然如故》

《纸上人间》《风在拐弯处》《牧

之诗歌选》等十余部作品，曾获第

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贵州第二

届专业文艺奖等。

据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

同举办，设有长篇小说奖、中短篇

小说奖、 报告文学奖、 诗歌奖、散

文奖、 翻译奖， 每四年评选一次。

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我国文学创

作最具权威的四大国家级文学奖。

近年来，贵州省作协切实加强

文学队伍建设，多举措确保少数民

族文学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断取得

好的成绩，稳步推进少数民族作家

队伍建设，努力建设好少数民族文

学方阵，涌现出了以少数民族作家

为主体的黔北作家群、乌江中下游

作家群等。 贵州少数民族人才队

伍逐渐呈现梯次发展，为贵州发掘

和储备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人才。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

从设立以来， 贵州省共有 37 人

（次）47 部作品获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人物名片

戴明贤，贵州安顺人，著名作家、书

法家。 西泠印社社员，曾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理事，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

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散文集《一

个人的安顺》《茶味行役》《物之物

语》《郑珍诗传》《适斋杂写》《适斋小

品》；长篇小说《石城》；历史小说《九

疑烟尘》《花溅泪》；儿童文学《走进云

里去》； 艺术随笔 《掬艺录》《黑白

记》；文集《戴明贤集》（八卷）等。 有

多部戏剧影视作品公演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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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