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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前海》是一部真实记录深圳特区建

设“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长篇报
告文学作品。前海曾是一片临海的滩涂，如今正
在成为深圳深化改革的前沿，它被深圳人称为

“特区中的特区”，仍在火热建设之中，而深圳文
学的触觉早就深入其中。据我所知，前海成为深
圳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少作家早已参与
前海建设之中，搜集素材，获取灵感。《春天的前
海》便是深圳文学出版部门主动策划的创作项
目，并进入了广东文学创作的重点扶持。这还是
一部带着现实生活清新呼吸的作品，是一部与
现实同频共振的作品。这也正是深圳文学最突
出的特点。

春天，已经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同义词，深
圳的改革开放精神的确与春天的朝气蓬勃一脉
相通，这最初或许是文学艺术家出于艺术的敏
感将其表现出来，一首《春天的故事》便成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歌曲。《春天的前海》这一书
名非常形象生动地将前海建设的意义彰显了出
来，深圳改革的春天带来了秋天丰硕的成果，前
海是它的又一个春天，它正在酝酿着新的更大
的收获。该书紧紧抓住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逻
辑，凸显了前海在深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标志
性意义，阐明了前海是如
何以经济特区、粤港澳大
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自
贸试验区和深港合作区

“五区”叠加的方式让深圳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再出发”的。而这一切都
可以看作是深圳不一样的

“春天”。不只是“春天”，深
圳在创造改革开放奇迹的
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新的
文学形象，如作者在书中
书写到的“开山炮”和“前
海石”就是这样的文学形
象。开山炮是指1979年蛇
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
土动工放出的开山第一
炮，它“犹如春雷，吹响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前
海石则是立在前海石公园
里一块黄澄澄的巨石，上面刻有邓小平同志手书的“前海”两字，
这块前海石成为深圳再出发的标志，自然也成为越来越受欢迎
的网红“打卡”地。在深圳，文学与现实处于最和谐的热恋之中，
现实不断激发着文学的热情，文学则一再赋予现实以深邃的诗
意。我从《春天的前海》中再一次地感受到这一点。

深圳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当然不是将原来的成功再复制一
遍，深圳的改革开放仿佛是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而每一个“春
天”都会带来新的景色。前海的“春天”景色新在哪里，显然是这本
书要重点讲述的内容。于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数字化、健康医疗、金融科技、能源新材料等一大群新的概念和词
汇在书中扑面而来。更重要的是，前海之新意味着改革的全方位
创新，这首先体现在制度创新上，这也成为前海的一大亮点。制度
创新不仅着力于管理制度的创新，而且也大胆涉及金融和法治制
度上的创新。截至2021年，前海在各个方面推出的制度创新成果
就有685项。作者由此感慨道：“在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
从头开始描画，因此，在前海，所有的尝试都被鼓励，所有的创新
都得到褒奖。由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制度政策的有力支持，人
们在这里创业如鱼得水，自由开创自己的新天地。”

在前海进行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李朝全也对中国的
改革有了深入的认识。他的体会是：“前海的改革发展让我们再
一次看到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人，根本的依靠力量也是富
于创造力的人。”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在这本书中把重点
放在写人上，写了30余位创业者在前海的创业经历。这些创业
者大多是年轻人，也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把新的科技理念
带到了前海，另一方面，他们创业的成功又得益于前海有利的创
业环境。这些创业的年轻人很多来自香港，这大概也是作者有意
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因为前海作为深化改革的“特区”，就承担着
与香港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这些香港创业者在前海的
经历也有力证明了前海战略定位的正确，它不仅使深圳向香港
进一步靠近和接轨，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起到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学学科技的创始人陈升认为，他们
在前海所做的事情“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一国两制’衔接困
难的问题”，因此他很形象地将自己的发展描述为“一河一海”和

“一港一湾”，即“一个河套，一个前海；一个香港，一个大湾区”。
我还注意到，李朝全在写这些人的创业时，总是要捎带着写他们
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从而让读者看到，他们在前海不仅创
业成功了，而且也有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真正达到了古人所说
的“成家立业”的愿景。我很欣赏李朝全这样的书写，可以说，他
的书写是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改革的认识。我以为，在他所说的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人”这句话里，不仅包含着只有依靠人
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而且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
改革就是要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前海的决策者们
在设计前海的蓝图时，一定是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重要
标准的，因此他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为创业者们考虑得很周到。
虽然书中没有专门对其进行书写，但在讲述创业者的经历时都
会涉及这方面内容。比如曾经在香港生活的余广滔为了事业发
展，干脆把家搬到了深圳前海，两个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也经常能陪伴家人享受家庭的温馨。当他说起自己愉快的家
庭生活时，就特别感谢前海“有许多人性化的服务”。

李朝全不仅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而且也是一位研究报告
文学的专家，他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有着理论上的清醒认
识，我从《春天的前海》中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的叙述完
全建立在采访和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几乎是秉持着一种“无一
字无来历”的态度。让事实说话，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春
天的前海》也是一部紧追深圳改革脚步的报告文学作品，深圳速
度是很有名的，深圳的文学同样也在以深圳速度去描绘新的现
实。前海的发展仍在进行之中，《春天的前海》就已经摆在了我们
眼前。毫无疑问的是，在前海已经产生了也正在产生着许许多多
崭新的“春天的故事”。在这部着重让事实说话的报告文学作品
里，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在事实背后还藏着一个个精彩的故
事。这也让我们对深圳前海的文学叙事充满了期待。

雅康气质雅康气质 情感之书情感之书
——读李一鸣散文集《在路上》 □杨献平

散文要写出自己的气质。这个气质，其
实就是作者本人的性情，当然还有他的世俗
态度和内心修为，以及精神的质地与思想上
的见识。这一点，大抵是没人反对的。而散
文和文学作品，首先也体现和反映了这一
些。我在阅读李一鸣散文集《在路上》的时
候，以上的想法便横空而出。从语言文字本
身来说，李一鸣的散文是纯正和优雅的那一
种，他写人状物，在坦陈与刻绘之中，究问与

“深切”之间，总是透露出游刃有余、起伏跌
宕的感觉，也体现出他对于汉语美感与康健
雅正气息的追求。从他的散文整体面貌上
讲，李一鸣的散文力求达至一种浑然天成的
境界，进而在写作当中，把自我融入笔下事
物，而又努力使得自己的书写更具文学的现
场感与艺术上的独立标志。

这部名为《在路上》的散文集，是李一鸣
近年来的散文作品的合集，也是他的一种人
生和情感状态的延续与呈现。一个有着良
好艺术教育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真
实的体现。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人生命和情感活力的集中爆发，也是他对世
道人心乃至看世界的方法和态度的表露。
他写山水，其中贯穿的对历史乃至与之相关
的古人的情感寄托，以及自然之物本身在人
心和作为观赏者眼中的姿采与风韵。如他
的《远眺华不注》《忆江南，过无锡》《彭山访
故人记》等篇章，无论是一地之人文风情、人
在其中的触动与体验，还是某一种文化意味
浓郁的流传之物与滋味，都写出了人在苍茫
时间之中，借助于物的奇思妙想，以及与之
相关的属于民族或者大众的记忆。

散文其实是最能张扬性情的一种文体，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敞开，甚至可以进行无
限度地敞开与翻天覆地式的究根问底，这

也是散文的自由性所在。李一鸣的诸多散
文试图打通某些看起来有所逼仄的限制，
如他的《遇见》一文，从烟台到北京，两者之
间不只是距离，还有文化和自然地理上的
差异。多年之前，出生于琅琊名望之家的
王懿荣就是由烟台而北京的。这两个山东
人，同样的由山东而北京的人生历程，使得
作家由此产生了追慕先贤与自我观照的情
感，在一远一近、一古一今、一他一我的回
望与自况当中，李一鸣找到了他内心的价
值追求，乃至情感与人生阅历上的某种契
合与呼应。

人在很多时候散发出的气息是相通的，
尤其是文人。可以说，从老庄孔孟之后，中
国的文人都是有终极理想追求的，尽管他们
在各个时期表现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贯的。
对先贤的追慕与认同，其实也是在向中国真
正的文人气质表示趋同。在李一鸣的散文
中，他的态度温和、独特、有趣，还有些雅士
的情结，以及信手拈来的意旨。如这本集子
当中的《当文学遇到酒》《雅洁的情怀》等文，
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超拔和提升，
还有对情怀和心境的自觉追求。而在《岳父
的眼神》一文中，李一鸣的柔情和疼痛是纠
缠的，更是其赤子之心的袒露。女婿这个特
殊的身份也会使人体验到另一种情感世界，
特别是女婿和岳父之间的那种微妙，有时候
也难以状写。这类的作品也极少，李一鸣的
这一篇，是我读到的为数不多的此类文章当
中的唯一的佳作，放下书本，不禁心有所感、
若有所思。

好的作品首先是触动人心的，也是深入
人心的。散文这种体裁，技巧性相对最少，
也是更需要打破各种既定禁忌的。因为它
是可以大量旁涉、内潜的文体，特别是在当

下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对他
人和他物的识见和判断等等，都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真正的好作家，在他们眼里，天下、
世间，只要存在的，甚至尚未发生、正在萌发
的，都是可以书写的题材，几乎没有什么是
不可写的。

《话说那个卷发同学》一文，写同为作
家、诗人的张世勤，其中不乏诙谐和幽默，两
个人相识相交也趣味横生。其实，任何文学
作品都是写人的，写物与物的某种规律和某
一时刻的表现等等，也是在写人。人及人的
内心、生存和精神状态、幽微与驳杂、善与恶
的博弈，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散文也应
当如此。尽管在当下，历史、器玩、草木甚至

影片、名著解读及其作者生平和情感探微等
等很受欢迎，但根本的问题是，文学是要具
备原创性的，原创性强调的是作家和诗人第
一手发现，并给予命名的那些题材。

李一鸣的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
一点，他写他的表弟的创业史，其实也是在
书写万千民众生存境遇之一种，写自己的
童年和少年也是如此，一个人在世上的任
何痕迹都不是重复的，都有独特性。李一
鸣的《在路上》《串杨叶》《四十之惑》《走向
远山》，以及《在产房门前》《上学路上》，写
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一是观照自我在彼时
年代的成长经验，二是观察他者和亲者在
当下的成长状态。这种搭配在很大程度上
给人时光恍惚的感觉，也无意中加大了作
品的张力和穿透性。

生命的状态是不断起伏和挪移的，大地
之上，人间所在，一个人的行走是一种见证，
也是类比，同时更是自我的一种觉悟与递
进。如《野地漫步听黄昏》中天人合一的独
特体味，《听听那街声》的市井烟火之观察和
自我提醒，《夜宿淮安》中的思接千里、对过
往人物的追忆和认同，《又见天鹅》中的闲散
与沉实，《生命在鲁院》的挪移、扎根与身心
上的体察，如此等等的篇章，构成了李一鸣
人生的一种历练和萃取，从中可以看到个人
的命运轨迹，以及内心的微风涟漪。《从逐水
而居到逐水而思》则是作为评论家的李一鸣
对于文学特别是散文的个性判断和认知，他
本人的文学理念与主张，在其中都有很好的
阐释与传达。

李一鸣的散文，给人的感觉是宁静、淡
泊之后的舒心与温暖，是不断行走中的邂逅
与安妥。他的文字当中散发和透射的是文
人的纯良气质，情感和思想又极其深切与清
澈，都是令人喜欢，且能够若有所思的。文
学的力量就在于，当我们进入阅读之后，就
会被深度吸引和感染，进而有所醒觉与安
慰，还有悲悯和鼓舞。散文的本质是性情之
书，是坦陈，也是坦陈的幽深与精到；是自
由，又是自由之中的自律和自我阐释；是独
立，更是独立之后幅面更广泛的照耀。

杭州有闻名世界的西湖，有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
遗址，有流淌不息、烟火气息甚浓的千年运河。如何讲好杭州
故事，进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摆在“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
书”面前的任务。

杭州的这一套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共计108本，是一项
规模化的出版工程，历时四年策划、编撰。百余名作家中既有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也有网络文学代表作家南派三
叔，更有浙江和杭州的知名文史学者，同时还不拘一格，从全
国范围广揽作者队伍。这一套丛书把杭州自古以来的方方面
面，大到城市的精神起源，小到这座城市的一条小巷、一个地
名、一副楹联、一块石头都一一做了专业而精彩的讲述，让每
一个新老杭州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也能让每一个来到杭州的人，更深地了解这座城市的精神气
质，多一些谈资，便也多了一些传播。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的这首诗流传千古至今。
杭州人对他的感情颇为深厚，很多人知道“白堤”是因为白居
易和杭州的故事，虽然在既往的文字里看似丰富，却语焉不
详。诗人、作家李郁葱的《江南忆，最忆白乐天》写出了他在杭
州的精彩三年，有很强的可读性。

苏东坡一直对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感
情。他刚到杭州，就觉得杭州应该是他可
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本无家更安往，故
乡无此好湖山”。两次为官杭州后，苏东坡
更是把自己当成了杭州人，“前生我已到
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而在今天，苏东
坡已经成为杭州文化的大IP。

作家孙昌建之前也写过几本关于杭
州名人的书，但是这本《侬是江南踏浪
儿》，却让他有着更深的感悟。他说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立，
杭州特别有幸，遇上白居易，遇上苏东坡，遇上岳飞，遇上钱
镠，这些站在历史浪潮中的人物，书写了精彩纷呈的杭州故
事，并且也成为中国故事的华章部分。

记录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座
城市的气象、军事、地名、山水、街巷、古桥、古井、古塔、寺院
和名人大家……这些城市有形的印迹和无形的精神遗产，
掉掉书袋、炒炒冷饭容易，但是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让读者
爱看，尤其是让少年儿童也爱看，真的是一门学问。这套
108本的“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特别注重讲故事、轻阅

读，没有陷入史料钩沉和古籍引述的套路，而是以清新的笔
触，贴近时代的生活与脉动创作而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
中既有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有懂读者、懂市场的网络作
家，也有能在文史两端游走自如的作者。这套丛书特别注重
质量把关，在作者写出初稿之后，通过文史专家组、文学评
论组等的严格审阅，字斟句酌地提出修改意见。同时，这套
丛书还请了相关专业团队进行市场调研，在书名的定位和
风格上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是讲好杭州故事的最新范本，
可以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

讲好杭州故事的最新范本
□马 季

现代时期，“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
争很热闹了一阵子，也影响对南方与北方文
学大体印象，至今依然。其实，这是一种减
缩式的标签，对于文学而言，并无实质的意
义。在地域特色和内涵上，文学的真实、想
象兼具批判性的眼光，对社会万象和复杂人
性予以观察和叙述、写实和批判，都在文学
抒情性这一大传统的范围内。只是所谓京
派文学的闲适、清淡、文人气息、学者情怀等
特征，稍显突出而已，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排
除其他叙述与想象的方式。

侯磊《北京烟树》的文类特征并不明显，
它是介于小说、散文、文论等各种文类之间
的跨文体写作，这种写作方式恰可以承载他
文学叙事与想象的不同样态，将文学的历
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完整地呈现出来，在
远处与近处、历史与现实之中自由穿行，信
马由缰，边际无限；文学的叙事与想象的多
种可能性全部打开，包容万千，在私人性的
怀旧方式上拓开视野，接通视域。在这一
点上，侯磊还是京派文学的底子与原色，不
仅仅京味京韵十足、地域特色明显，信笔写
来，处处有故事、时时有精彩，而且在文学
的叙事与想象上，有借鉴前辈文人作家的
高明之处，并在胡同生活与历史掌故、个人
记忆与社会变迁之间顺利地来回，不显生硬
与矫情。或者说，他亦学者亦作家能便宜行
事，使文学的抒情性与批判性更能触类旁
通、融汇无间。

“一座古城除了有文献、文物的层面，也
更有‘灵’的一面，我们生活的院子，街巷里，
一棵古树，一座老屋，哪怕只是一块雕镂装
饰、颜色趋于牙黄的古砖，它们都注视过你
的祖父、父亲还有你本人。它们见过那么多
槐花开杏花落，哪能没有点‘灵’的东西呢？
更何况，在北京这座元明清时期的古都。”本
来面目，活灵活现，这是阅读这部著作时给

人最深的印象。本来面目，指涉宏大历史的
遗存：文献与文物，几百年的古都一砖一瓦
背后的故事，经过侯磊的文学叙事与想象，
一一呈现；指涉其私人记忆的一时一段的场
景与人事，在真实与想象当中，过渡到事过
境迁的心理印记和恰如其分的评述；指涉重
点人物在古都的言行举止及声誉影响；指涉
其家史的核心部分和自己于其中的成长故
事……可以说，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事每一
物都指涉真实而不留死角。人在其中、言在
其外，事存其理、物在其边，一清二楚，细节
分明。所谓活灵活现，则是在“灵”的东西里
面，挖掘到城市与个人的灵魂深处，细致而
极具个性，闲淡而充满深情厚谊，名物与人
情互为杂糅，显得生机勃勃；掌故与现实并

置，融为一体。可以说，这部书是另类的北
京写法，有野史笔记之路子和小说的笔意，
相较于前辈文人，侯磊更多地突出个人事
迹、观感与思考，这是一部纯粹性的私人性
著作。

换句话说，故乡写作的地域性特征，本
身就是人文精神和地方言语的综合体，人
物、场景之经纬及沿袭下来的人情、礼仪、风
俗等文化品性之纵横，无论历史云烟还是人
情世故，往往以地方言语最典雅的方式呈
现，笔带温情、勾勒完整；状景写物，一语中
的。侯磊作为北京“土著”来写古都，无疑比
起其他外乡人或移民人士来说，原汁原味且
深刻得多，尤其细腻处更能抓住历史的神
髓，紧扣生活细节的要紧处，更能在日常中
显得最真实而更有力道。京人看京与他人
看京，本属两种视角。过于看重前者，拘泥
于古都历史掌故和琐碎生活细节，难以跳出
来，俯瞰旧时烟云和现时状景；而过于后者
则流于表象的叙述，无法深入到古都的人文
肌理和具体生活的烟火气，得之于浅，虽有
他者视角，可以通观，但欠缺真实有力的感
受和心得，如何都挨不到边。侯磊将这二者
的视角综合起来，在文学真实叙述和想象中
出入自由、细心评述，在跨文体的写作中呈
现出应有的魅力来。

《德容：北平照相馆》《地坛有神》《北平
乌托邦》《朱四爷家的房》《方言是母乳，说方
言是回家》等章节，尤令我动容，感叹不已。
侯磊写家史和儿时记忆显得相当平淡，三言
两语道尽人世间的沧桑，文笔老到，不忮不
求，不惊不喜，只是沿着事件线索缓缓展开，

一事一议，不动声色，“多年以后，我也会坐
在胡同的马扎或藤椅上，一边扇着芭蕉叶的
蒲扇，一边等着路人问我‘大北新桥’的故
事……夕阳下山，人影散乱，我已忘记夕阳
从胡同中走过”。而他写老舍、萧乾、史铁
生、张北海等作家、学者，总与记忆中的地方
串联在一起，比如史铁生与地坛，比如叶圣
陶与东四六条的澡堂子，无不是神来之笔，
反映出这些文人的另一面，并有自己的解
读。相较于文学史，这些文人要生动得多、
解读要深刻得多，乃至如周作人等对北京的
评价，哪怕只言片语，在具体的语境与环境
下，更接近历史的本来意义，其引申义仿佛
只在侯磊个人的故事和评价中，因而是另一
种层面的“别裁”，或文学史上的“笺注”，反
倒有古典的意味。

这部书的后部分，是侯磊对北京走向现
代化的隐忧，古都表层的文物破坏只是其中
一个方面，还有文物保存与经济振兴之间的
矛盾，“从新、老东安市场的变化不难看出，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建筑、街道和商业
中心，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购物、生活方式”。
而真正刺痛他的是胡同改造和方言的遗失，
这些巨变是乡愁情结和文学想象的式微甚
至衰败，这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也不是一朝
一夕的情绪，它们会变成记忆中的层累和心
灵上的郁结，谁也无力改变。唯有在沉湎之
中，一遍遍地复习，温故而知新，直到那些熟
悉的人事与方言消退，人们在模式化、格式
化下保持同一性而作罢。而北京的烟树，会
一直留在侯磊的真实记忆里，就如本书一
样，具有文献和文本的意义。

文学叙事与想象的舒展
——评侯磊《北京烟树》 □刘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