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王 杨 电话：（010）65389193 电子信箱：wybsjwt@163.com 2018年8月17日 星期五世界文坛

纪
念
纪
念
《《
世
界
文
学

世
界
文
学
》》
杂
志
创
刊

杂
志
创
刊6565

周
年
周
年——

——

﹃﹃
从
种
子
到
森
林

从
种
子
到
森
林
，，影
响
中
国
作
家
的
文
学
力
量

影
响
中
国
作
家
的
文
学
力
量
﹄﹄
座
谈
会
暨
灯
塔
书
系
首
发
式
在
京
举
行

座
谈
会
暨
灯
塔
书
系
首
发
式
在
京
举
行

■动 态

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SHIJIE WENTA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大街上的孩子

维迪亚达·苏莱普拉沙德·奈保尔曾被某

英国评论家称为是“没有写过一句败笔的作

家”。奈保尔祖籍印度，1932年出生在加勒比

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奈保尔在

首都西班牙港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他早年生活的一条大

街，最终化身为“米格尔大街”，成为他短篇小

说的素材源泉。1950年，奈保尔前往英国伦

敦，在牛津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大学毕业之

后，他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编辑、《新政治家》杂志的

评论员等工作，由此获得犀利的批判视角，去观察审视当

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突。1955年，他正式定居

在英国。之后，他不断地从英国出发，足迹遍布全世界。他尤

其喜欢去一些不同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地带，像非洲、中东、南

美、美国、加拿大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等国家和地区，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印象。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文化融合了黑人文化、印度文化和北

美及西班牙文化，奈保尔自然有一种天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后

来在全世界的旅行中，他更是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比中

找到文化差异和类同，雄心勃勃地描绘20世纪人类生活的全

景图画，写出了人类文明冲突地带的复杂景象。奈保尔是一个

多产作家，游记和小说是他作品序列里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阅

读奈保尔，总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和讽刺，以及人道主义情怀和

丰富的想象力。他以角度别致的作品，拓展了英语文学的新疆

界，成为所谓的“后殖民文学”、“离散作家”、“无国界作家群”的

代表作家。

奈保尔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灵异按摩师》，出版于1957

年。小说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为地理背景，讲述了一个叫甘

涅沙的乡村按摩师的故事，带有19世纪英国小说的传统叙事

风格，并隐含一种温和的讽刺和滑稽荒诞的感觉。1958年，奈

保尔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艾薇拉的投票权》，以一个名叫艾薇

拉的女人的政治境遇，来折射加勒比海岛国的社会制度困境，

带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感。两部小说都是奈保尔起步阶段

的作品，平实质朴，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那就是诸如印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殖民地、穆斯林、移民、多元文化等他后来

小说中的关键词汇，已成为两部小说中重要的字眼儿了。

其实，奈保尔动笔最早的是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但

小说集出版于1959年，后获得英国的毛姆小说奖。《米格尔大

街》带有系列小说的特征，描写了西班牙港一条街上的人和事，

书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十分闭塞的小地方，

却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他们都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和

遭遇、生活的喜乐和困境。《米格尔大街》具有串珠式和橘瓣式

小说的形式感，这也许受到了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

畸人》，或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的启发。《米格尔大街》

的叙述扎实，语言平实，情景生动活泼，刻画人物的细节准确生

动，弥漫着奈保尔的人道关怀和善意讽刺，实在是20世纪短篇

小说中的珍品。

奈保尔不到30岁就依靠上述三部小说在英语文坛初试啼

声。很快，他进入到写作的第二个阶段。1961年，他出版了长

篇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其创作灵感取材于他的父

亲——一个想当作家的记者，但他一生都在为生活奔忙，最终

没能成为作家。《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描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的一个印度裔家庭的生活。毕斯沃斯是家庭的主人，他有着

远大的理想，却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限制。他一生都在为能够

有一幢自己的房子而努力，他营建的第一幢房子被种植园的工

人烧毁了，第二次建造的房子在烧荒的时候不慎烧掉了。最

后，他来到首都西班牙港，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地位不高，却十

分努力，最终买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却因为负债和压力过

大，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小说为一个小人物的卑微努力画了一

幅细致的画像。奈保尔在小说中完美继承了现实主义大师狄

更斯卓越的写作技巧，并将其发扬光大。

“幽黯的国度”

奈保尔的游记和随笔作品占了他全部作品的一半，说明了

他在非虚构作品体裁方面获得的成就。他的游记是对所到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精确观察和描述，是对他

所游历的世界文明冲突地带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和犀

利批判的文化著作，他的游记是带有纪实风格的现场采访、历

史探询、哲学、宗教和社会学思考相融合的一种新文体，是对

20世纪文学文体的一大贡献。

1962年，他出版了长篇游记《中间通道：对五个社会的印

象》，这是一本专门描述西印度群岛地区的5个小国家历史、文

化和现实政治与命运的游记。这些小国在摆脱了旧殖民主义

者之后，所选择的道路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欧洲老

牌的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地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留下的后遗

症至今没有消退。奈保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此的批判态

度。这5个国家刚好处于过去贩卖奴隶时代、从非洲到美洲的

航道中间的位置，故取名“中间通道”，暗示这些地区在世界的

尴尬位置。完成《中间通道：对五个社会的印象》后，奈保尔又

写出了长篇小说《史东先生和骑士伙伴》，于1963年出版。他

第一次将小说的背景放到了伦敦，图书管理员史东在62岁时

与一个寡妇萌发了爱情。结婚后，史东先生感到年纪越来越

大，对岁月和人生的留恋也更加迫切，于是组织了关怀退休人

员的组织“骑士伙伴”，并获得赞许。小说弥漫着一股暖色调，

叙述舒缓平和，将老年人对岁月流逝的感觉传达得十分真切。

但从整体创作来说，小说很一般，题材也显得有些突兀。不过，

也许他是为了

证明自己也能

写英国背景的

小说。小说后

来获得了英国

“霍桑登奖”。

1960 年 代

以后，奈保尔在

全 球 各 地 旅

行。他穿越了

非 洲 、两 河 流

域、印度，对这

些地区的文化

冲突、社会矛盾和复杂前景进行了毫不遮

掩的展现和批判，犀利地表达了他的文化

忧虑。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多次到印度进行深度考察，并以

大量的历史材料作为素材，写下了三部宏篇巨制。1962年，奈

保尔第一次踏上了印度国土，在印度主要城市游历，并且回到

了祖父的故乡。但印度的落后、贫穷、愚昧使他感到疏离，进而

感到愤怒。在《幽黯国度》中，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调书写了自己

对祖籍之国的恼恨。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之

后，奈保尔再次前往印度，写出了《印度：受伤的文明》。这次，

他从印度文明的成因出发描绘印度现实的独特境遇以及文化

上的尴尬和无所适从，笔法依旧讽刺和警觉。1988年，他第三

次到印度，扮演聆听者的角色，采访了大量印度人，写成了对印

度现实和历史的口述之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他不仅以

自身的游历作为主线，还使用了小说技巧，纵横开阖地在历史

和现实的天地间往来，使游记具有了巨大的力量。

1967年，奈保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岛上的旗帜》和长篇

小说《模仿人》，题材又回到了西印度群岛，继续探讨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人独特的生存状况。在《岛上的旗帜》中，他继续以冷

静的语调、白描的手法和略带嘲讽的口吻，塑造了一群目光短

浅却想改变命运的岛民们。在《模仿人》中，奈保尔塑造了加勒

比海某个岛国的一个失意政客形象。印度裔的政客辛格在伦

敦回忆自己的生平：年轻时，他准备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却在时

代的旋涡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失败了。小说探讨了独立

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政治处境，虽然已获得了独立，有了

国家意识和自身的文化特性，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外交都

无法摆脱宗主国英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投射到像辛格这样

心怀大志、最终却碌碌无为的人身上。

1969年，奈保尔出版了将游记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著作

《黄金国的沦亡》，这次他把目光投向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遥

远历史，将该地区的历史命运与寻找新大陆的欧洲人的历史联

系起来，探讨了加勒比海岛国的历史文化成因，及其走向现代

化的艰难历程，是对历史的祛蔽和对殖民主义遗产的清算。

世界的裂缝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期前后20年的时间，奈保

尔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1971年，他出版长篇小说《自由的国

度》，小说的结构看上去更像是中短篇小说集，可实际上这是一

部不同主人公以相互关联的叙述所构成的整体。小说分为5

个部分，描述的都是到异国他乡创业的人的故事：一个加勒比

海青年到达伦敦；两个白人来到充满敌意的非洲；印度厨师到

达美国华盛顿；叙述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来到中东，经历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和战争。小说形成了结构上的向心

力，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叙述语调中，呈现出到处都是文化冲突

和敌视的世界的真实面貌。奈保尔似乎是从全世界取景，在几

个带有特殊人物形象的取景器里，描绘了人类生存的状况。小

说中，每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人都和所处环境格格不入，为了新

生活又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种两难处境，正是“二战”后逐渐兴

起的全球移民大潮带来的社会问题。奈保尔敏感地率先描述

了世界处于文化裂缝的境况，《自由的国度》获得了英语文学最

高奖“布克奖”。1972年，奈保尔出版随笔集《过分拥挤的奴工

营》，收录了几篇探讨当代世界生存状况的长篇散文，奈保尔把

整个世界形容为一个过分拥挤的奴工营，猛烈地批判和分析了

不公不义的世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长篇小说《游击队》是奈保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出版于

1975年，小说的情节生动紧张，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加勒比海国

家爆发了革命，政府军和游击队之间展开了持续的战争，社会

陷入战乱。小说塑造了加勒比海地区多元文化所孕育的三个

人物形象，他们血统复杂，有华人、黑人、白人和印度裔血统，都

有一种莫名的漂泊感和文化上的无根感。最后，他们率领的游

击队和白人政府的斗争失败了，主人公遭到了灭顶之灾。《游击

队》讲述了加勒比海国家人民寻求自由独立的艰难，也描述了

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在这一阶段的奈保尔十分关心世界政治。1979年，他出

版了长篇小说《大河湾》，通过一个虚构的、被战乱和军事独裁

所袭染的非洲国家中一个小商人的命运，描述了整个非洲国家

的命运。书中的国家刚刚获得独立，内战结束，一个终身制的

总统开始统治国家。商人沙林是印度裔的穆斯林，他来到一个

海滨小镇，安分守己地做买卖。但独裁总统开始施行严密的社

会控制，政治局势开始动荡，沙林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威胁。

最后，他选择离开。小说末尾，起义军和政府军之间爆发了激

烈战斗，国家重新陷入战乱。《大河湾》将视线投向了艰难地走

现代化之路的非洲国家，在批判非洲某些国家的政治独裁和社

会动乱方面相当不留情面。摆脱殖民统治后的非洲国家独立

并没有立即给人民带来和平幸福，更为复杂的种族暴力冲突又

兴起了。《大河湾》继续书写全球移民的悲情故事，奈保尔把无

根的飘零感扩大到非洲。1980年，他出版了《埃娃·庇隆的归

来以及特立尼达的杀戮》，这是一部记录他在阿根廷见闻的游

记作品，将阿根廷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焦虑感清晰地表达出来。

1981年，他将自己在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的旅行感受，结合对几个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

分析，出版了游记《在信徒们中间》。

1984年，奈保尔出版了篇幅不大的论著《寻找重心》，收录

了两篇长文。一篇是长达几万字的关于写作技艺的随笔，他结

合自身写作经验，探讨了20世纪小说写作的目的、意义、方法

和技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传统现实主义情有独钟，对

狄更斯更是推崇备至，在奈保尔看来，狄更斯的小说带有强烈

的冲击力和对社会的不懈的批判精神。另外一篇文章是他在

科特迪瓦游历后写下的游记。文章之间似乎存在一条裂缝，如

同他一直在观察和分析着的这个世界的裂隙。

抵达的谜底

1987年，奈保尔的长篇小说《抵达之谜》出版了。在诺贝

尔文学奖的答谢辞中，他曾提到这部小说，可见其重要性。《抵

达之谜》分为五个部分，以倒叙手法叙述，叙述者就是作家本人

的化身。小说以画同心圆的方式叙述主人公的经历，作者和主

人公一起经过了由游移到确定、由漂泊到定居的过程，深刻分

析了他这个外来移民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爱恨关系。与奈保

尔一样，叙述者从加勒比海地区出发，到英国求学，后又获得居

留权，并开始从英国出发在全世界漫游，在英格兰乡下定居。

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奈保尔作为过去殖民地移民的愤怒、

不平和自卑感在小说中都消失了，这些感觉在英国多元文化交

融中，已被各种肤色和语言以及行色匆匆的背影所取代，心怀

愤懑情绪的奈保尔最终与殖民宗主国和解了。不过，在他笔

下，即使是对英国美丽乡间的描述，也可见一种沉闷、僵硬和衰

败的景象，小说弥漫着淡然的哀伤和凭吊气息。奈保尔把全世

界都纳入到写作的题材范围之内，这种气魄前所未有。1989

年，他出版了游记《南方一瞥》，记述在美国南部省份的见闻。

他看到的同样是一个日渐衰败的、类似福克纳笔下的景象——

虽然种族主义消失了，南方种植园阶层也不见了，但历史留下

来的却是黑洞一样吸食一切的东西。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

女王册封为爵士，真正成了一个来自过去殖民地的、成功打入

英国上层社会的、有贵族头衔的文化名流。

1994年，奈保尔意犹未尽地继续书写移民身份在异质文

化中的游移和漂泊这一主题，出版了长篇小说《世间之路》,将

自传、游记和历史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中，他发掘

出那些曾经到达加勒比海地区的欧洲人踪迹，探寻他们的生

平；从现实中，他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移民们为了寻找新生活而

自我放逐的疏离感，他对自我身份的怀疑最终得到了一种确

信。《世间之路》里弥漫着一个寻找者、发现者面对人类普遍生

存境遇时的迷惑和哀愁，是《抵达之谜》的继续和新发展。

1998年，奈保尔出版了游记《超越信仰》，这是《在信徒们

中间》的姐妹篇。《超越信仰》描绘了他再度在伊朗、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的见闻。他从对一些人物多年的

追踪和观察入手，描绘了这些国家在文化上的撕裂感和走向现

代化的艰难过程。在游记中，他描写了小到老百姓，大到最高

统治者的群像，像一个进行精准报道的记者、一个精通历史的

学者、一个言语尖刻的讽刺作家、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诗人，把

游记写成了深广度惊人、难以归类的作品。1999年，奈保尔又

出版了书信集《父子通信集》，收录了当年他在伦敦求学期间和

父亲的通信。这部书信集显然意在缅怀他的父亲。一个来自

旧殖民地的穷小子，最终获得了英国的文化认同并被封为爵

士，他可以以这本书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进入新千年后，奈保尔放慢了写作步伐，但仍旧具有创造

活力。2000年，他出版了一部讲述读书和写作经验的散文集

《读与写》，分享阅读经验与写作的秘密。2001年，他又出版长

篇小说《半生》，继续以半自传的方式，结合父亲和自己的亲身

经历，讲述一个作家从加勒比海岛国来到英国，成年后又带着

有葡萄牙血统的妻子移居非洲、半生漂泊在世界上的故事。这

部小说在表现力和感染力上较弱，主题有重复感，不过带有新

千年的当下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

高，《半生》所表达的人生感喟要更加复杂和生动。

2001年10月，奈保尔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

院的授奖辞这样描绘他：“他独辟蹊径，不受文学时尚和各种流

行模式的影响，从现存的文学类型之中创造出他自己的独特风

格，以小说叙述而论，自传因素和纪实文学在奈保尔的写作中

融为一体，并不总是能够发现哪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奈保尔

创造出了现代人缺乏归属的新小说，描绘了分崩离析的时代状

况，也因此而成为最敏感、视野最开阔的当代小说家。

2004年，72岁的奈保尔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魔种》，小说

讲述了来自印度的40岁移民威利的故事，他一开始在伦敦和

西柏林生活，之后又到非洲寻找新的可能性。小说的故事穿插

在亚洲的印度、欧洲的英国和德国、非洲中部的战乱国家之间，

印度人威利像一个世界流浪汉，经历半个世纪的混乱和人生磨

难，最终，他似乎发现有一粒魔种在内心发芽了。《魔种》继续着

奈保尔在自传和虚构、历史和现实、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比较与

质疑。奈保尔曾经言辞激烈地说，自从狄更斯之后长篇小说就

已经死了，现在似乎人人都可以写作长篇小说，但是长篇小说

的精神已经死了。他推崇的作家也几乎没有20世纪的、尤其

是公认的现代派大家，反而全部是19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文

学巨匠，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一种态度。

阅读奈保尔的作品，你会感到整个当代世界在面前徐徐展

开，他那愤懑的情怀、尖酸的讽刺和忧伤的语调弥漫在他描写

和塑造的、在全世界流散的移民心中。跟随着那些离散者的脚

步，我们也渐渐看清了人类居住的所有大陆的清晰轮廓。

行走于不同文明的离散者行走于不同文明的离散者
□□邱华栋邱华栋

V.S.V.S.奈保尔奈保尔：：

V.S.V.S.奈保尔奈保尔

1953年，承续鲁迅等人在1934年创

办《译文》杂志的传统，中华全国文学工作

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创办了《译

文》杂志，由茅盾任主编，后改名为《世界

文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

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重要文

学期刊。至今，《世界文学》已走过了65年

的历程，成为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各国作家

和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为了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中

信出版社联合《世界文学》编辑部推出“灯

塔书系”，书系名称源于“文学，是拯救我

们于人生中诸多狂风暴雨的灯塔”。该书

系共包含四卷：诗歌卷《我歌唱的理由》，

散文卷《青年到此为止》，小说卷（爱主题）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小说卷（孤独主

题）《西西里柠檬》。8月 12日，《世界文

学》杂志社、中信出版社、嘉阅文化、单向

街爱琴海书店联合举办了纪念《世界文

学》杂志创刊65周年主题活动——“从种

子到森林，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力量”座

谈会暨“灯塔书系”首发式。《世界文学》杂

志主编高兴、《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

程巍、青年作家文珍、音乐人钟立风以及

《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副主编秦岚、

现任编辑部主任苏玲等与到场听众一起

畅谈了《世界文学》的创办历程、“编辑部

的故事”以及“经典文学”之于人的力量。

《世界文学》的众多编辑、作者和读者到

场，活动由戴潍娜主持。

在对谈环节，高兴以《了不起的盖茨

比》和《世界美如斯》的书名翻译为例，说

明《世界文学》编辑部一直以来所秉承的

专业精神。《了不起的盖茨比》由《世界文

学》首发，当时译者将标题中“great”一词

译为“伟大的”，李文俊先生认为“伟大的”

用来形容盖茨比不够贴切，经过反复斟

酌，最终确定了更为贴切的“了不起”。另

外一个例子是杨乐云先生翻译的《世界美

如斯》，原译名为“世界如此美好”，直白、

浅显；也有人提议译为“江山如此多娇”，

又显得过于中国化，最后经过杨乐云、高

莽、苏杭等人的长时间酝酿，敲定了“世界

美如斯”这样一个典雅而有韵味的书名。

程巍分享了编者废寝忘食的趣事，同

时谈到，我们可以通过翻译来不断校正自

己的母语，翻译家能够将不同的语言经过文

字和语法的转化，不断使我们的母语汉语

变得更加成熟、精致和复杂。他认为，《世

界文学》就像一个通道，使中国作家、学者

在文学上和思想上找到一种向外的联系。

谈到《世界文学》选取、翻译、编辑文

学作品的专业性，青年作家文珍认为，《世

界文学》关注的不是最流行、最具有文化

强势的作品，它摒弃了文学上的欧美中心

主义，用平等的眼光关注世界各个地区的

作家创作，从杂志所刊发的文学作品里，

读者能够看到、感受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都在生活，都在写作，都在表达他们生活

中的喜怒哀乐。她回忆说，自己读大学时

还曾经去学校复印店复印《世界文学》杂

志来看，她至今还记得在杂志上读到金原瞳的《裂舌》时

那种震撼的感觉，“就像在眼前打开了一扇窗”。

音乐人钟立风是《世界文学》的忠实粉丝，他从《世界

文学》杂志中汲取了一个音乐人必须有的文学素养，正是

文学的滋养才使得他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能够游刃有余，

而滋养他的文学作品往往来自于编辑们孜孜不倦、不求

回报地辛苦付出。钟立风谈到，有一次他去《世界文学》

编辑部，看到一把吉他，就拿起来弹唱，结果不同语种的

编辑、学者纷纷围拢过来，开成了一个小型的“国际音乐

会”。在活动现场，钟立风还演唱了改编自卡尔维诺《弄

错了的车站》的同名音乐，并与苏玲以中俄两种语言演唱

了歌曲《山楂树》，彰显了文学与音乐的动人魅力。

活动现场，《世界文学》编辑部的杨卫东以中英文朗

诵了叶芝的经典名篇《当你老了》、赵丹霞以中法文朗诵

了布封散文《马的素描》的片段，秦岚以中日文朗诵了西

条八十的童谣《金丝鸟》，语言和声音的魅力感染到在场

听众，年轻的读者纷纷站起来朗读自己手中的经典文学

片段，现场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氛围。 （王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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