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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纪实文学的崛起，传记文学
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如王宏甲的《中国
天眼：南仁东传》、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
煌：常书鸿传》等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再后来，在一些人物传记之外，又陆续地出现
了一批城市传记作品，如叶兆言的《南京传》、
邱华栋的《北京传》等。这些以人物或城市为
主角而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明显区别于方
志，都是真实基础上的文学叙述，具有强烈的
艺术特色。张国云最近出版的《杭州传》也是
如此。

此前的城市传记，多是在城市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寻找和表现城市的文化个性、历史作
用、民俗特点等，更多侧重历史性的描绘表
达。张国云的《杭州传》却是从杭州历史文化
基础品格的原点上出发，更多观察、描绘杭州
这个城市的品性和形象。一切都是有来由
的。因为作者在现场，是许多事件的直接参与
者，在书中，作者始终用自己真切的体会、清醒
的认识、自主的理解，书写着杭州城中真实的
故事。这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只有真实
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心感受，才能让作品富
有力量，为作品注入灵魂。

杭州的根源就在于水的孕育，水是杭州的
命脉，这里有江、河、湖、溪等多种存在形式的
水，又因此而孕育了独有的杭州文化灵魂。《杭
州传》一开始就将良渚古城的考古研究成果
及认识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见识这中华
五千年的人水共生、共治的奇迹，这个奇迹也
真正开始了杭州这一城市的最早萌芽。之
后，作者进一步叙述西湖的前世今生，让人认
识治西湖就是治杭州，历史上杭州的布局与
样貌都是以西湖为中心的。在此之后，作者
先后记叙了京杭大运河的开掘和独特作用、
吴越国对杭州的开发、南宋王朝落地临安及
其城市的延展、西溪对于杭州的奇特价值等，
以及西湖龙井茶、杭州丝绸、青瓷的玉成等杭
州的奇迹宝物。而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杭州
人、事也一一出现在作者笔下：胡雪岩支持左
宗棠战太平军、张静江1929年筹办世界“西湖
博览会”、都锦生曲折开办发展丝绸业……传
奇故事中的许仙与白素贞、梁山伯与祝英台、
苏小小与阮郁等等，都十分生动鲜活地呈现出
杭州的种种面貌。与此同时，张国云《杭州传》
的写作不是简单的考古或猎奇，而是既深情
又质朴的文学表达，这就使该书在艺术表现
上也像水一样自然，该聚则聚，当流则流，从
容漫延，自成风景。

杭州得益水的造就，有了源头活水，就会
生成很多的激流、浪花和波澜。张国运对于环
境美好、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杭州情有独钟，
充满自豪。在《杭州传》里，张国运更多感慨和
激动的，还是近几十年来杭州的巨大改变。
曾经的“西湖西进”工程对西溪进行了综合保
护，这对于延续扩大杭州的山水田园品格无疑
十分重要。可是，杭州的更大发展，却是从“西

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开始的，再加上后
来跟进的在下城、拱墅、余杭、临平等地撤旧区
建新区、统筹城区腾飞等项目、政策，让杭州真
正在更加广大的平台上辉煌崛起了。像冯根
生与他的青春宝集团、宗庆后与他的娃哈哈
集团、鲁冠球与他的万向集团，以及后来的文
化数字动漫电商产业等，都是聪明勤奋的杭
州人在这个巨大平台上的突出表现。在这个
崛起发展的过程中，亚运会的举办、G20峰会
的举办等，更进一步助力杭州的国际化发
展。张国云善于以事件写人物，他的文字接
近人的本心、情感与经历，这就使得书中的人
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他们的故事也更有影响
和价值。

作家在兴奋描绘杭州的城市发展过程中，
时刻都在观察和思考着城市自身的品格追
求。作品提供了很多信息和思考，例如，如何
建设“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新杭州，是当
下杭州发展的课题。作者认为，在“构筑大都
市，建设新天堂”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天
堂”，一直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只有把宜居和人
的幸福置于首位，追求城市使人“舒心、省心、
暖心、安心、放心的幸福共同体”，才是最终的
城市发展目标。正是有了这些企图，杭州的阔
大和辉煌才非常令人钦佩。《杭州传》自豪地告
诉人们，杭州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连续
14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奖”。“天堂”依
旧，人们能不舒心而歌？

在叙述杭州这所有的改变发展过程时，张
国云如数家珍、从容有序，人物故事精彩形象，
很让人有置身其中的现场感。作家多年在城
市发展的一线工作，并且善于观察、记忆和思
考、表达，这些新生和成长着的城市故事，生动
出现在作家笔下。《杭州传》使人在浓烈的历史
文化遗迹里得到精神馈赠，也让人在现实杭州
的巨大新生中感受激情。此外，张国云的写作
似乎也不同于其他城市传记作品的套路，作者
自言这是“首次从历史文化名城来反映一座城
市的悲欢与离合，从创新活力之城来反映一座
城市的躁动与激情，从生态文明之都来反映一
座城市的风物与淳美。同时，也是首次从高质
量共富之城来反映一座城市的往事与沉思”。
这种夫子自道式的表白，对于人们认识《杭州
传》也是一种参考和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张国云至今都是一个
“业余”作者，但他似乎有别于常人的心思
和追求，对文学有一种痴情的热爱。他在
援藏工作的几年之后，书写和出版了富有
浓郁文化特色的“青藏三部曲”，回到杭州
繁 忙 工 作 之 余 ，他 又 书 写 出 版 了《杭 州
传》。由此看来，文学创作确实需要社会生
活的支撑，一味地面壁虚构，制造出的大多
是苍白荒唐的故事，缺少有深度的生活体
验和人生蕴含。张国云这样建立在社会文
化建设深厚基础上的书写，无疑是需要支
持和倡扬的。

汪渺《伏羲创世》以伏
羲“一画开天”肇庆华夏文
明为主线，通过对人类文明
之初的亲情、爱情、人间大
爱，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描
写，重现人类文明源头的生
活图景，对华夏文明的故乡
展开生活化的场景复原，让
读者跟随伏羲的脚步走进

“创世的第一滴圣水落足的
地方”——天水，走进渭河
畔、大地湾、卦台山……诗
篇以文化的“根性”叙事让
我们跨越时空，更为真切地
感受和体味生命最初的淳
朴、亲情和爱情的炙热，以
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
系，引领读者回望人类文明
的源头，回到人类精神的原
乡和情感最初的生长地。

长诗分九个篇章，叙写
了伏羲女娲为天地命名、制
嫁娶、取火种、教渔猎、画八
卦、创历法，并在不断的部
落征战中开疆拓土，逐步
开创人类文明的宏阔史
诗。诗的开篇，伏羲和女
娲借他们的女儿珠儿的发
问为天地万物命名，珠儿
天真无邪的发问和伏羲女
娲充满慈爱的回答勾勒出
伏羲一家幸福温馨的生活
场景。八千年前，在那个
属于伏羲的时代，人类对
自然万物怀着无限的好奇
与热爱，他们为目所能及、
耳有所闻、心之所向的所
有事物赋予人类的定义、
贴上人类的标签，这种对
万物的命名不仅仅是知识
性，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命
名，它如同驱散人类认知
黑暗的一束光，让人类文
化从此日趋具象化。老子
《道德经》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对万物的
命名何尝不是文化源头的“一”呢？当下文
明建设提出“正本清源”，我想，所谓的“源”
应该就是文化最初的样子。而《伏羲创世》
恰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类文明的源头
之窗”，诗篇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所描
绘的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人与人之
间淳朴真挚的情感，以及新石器时期人们
对制度规则的维护和遵守都深深地感染着
读者。阅读《伏羲创世》，我们从伏羲与女
娲、鸟人儿与珠儿之间炙热纯真的爱情中，
可以看到人类文明之初的纯洁坚贞，从伏
羲面临灾难时的仁慈和部族征战中的宽
容，可以看到人类文明之初的宽厚仁慈，从
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对话和互动中，可以看到
人与万物的平等和谐。

大量的对话是《伏羲创世》主要的叙事
方式。诗中的对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如：第三章“爱的
火焰，将内心照亮”中伏羲与女娲互诉衷肠
的对唱；第四章“天下最聪明的，是水”中鸟
人儿与珠儿的对唱，回环往复，缠绵悱恻，不
仅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而且强化了情感，
达到抒情的目的。长诗中很多章节都直接
引用了人物自身的语言，这些朴素真挚的对
话拉近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塑造了
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让伏羲、女娲、珠儿、
鸟人儿、火精灵等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我
们眼前，通过对话强烈的“在场”感，带领读
者穿越到伏羲所在的世界。第二种是人与
万物的对话。在《伏羲创世》中，黑熊、火精
灵、鸽子都有自己的语言，它们的语言与人
类一样丰富，而且极富哲理。诗篇以火精灵
的口吻实现自然万物的情感表达，既歌颂了
大自然无私包容的精神，又对人类以自我为
中心的世界观发出警醒，揭示出了人与自然
之间最本真的关系：“即使没有人类，/该开

花的依然开花，/该结果的依
然结果，/太阳照旧会从东方
升起。/万物都按自己的本性
活 着 ，/绝 不 是 为 了 人 类 。”

“别看一只小小的蚂蚁，/它
生命的分量等同于人类，/也
等同于天地”……第三种是情
景切换下的人物独白。诗人
频繁跳出叙事情景，以人物
的独白进行情节的铺陈，起
到了渲染氛围、陈述缘由的
作用。如第四章“寒冷，逼出
了火焰”，通过人物逐个的独
白讲述了人类在“钻木取火”
之前的艰难生活和对火的急
切需要。大量的对话表达让
伏羲女娲作为有血有肉的人
行走与大地之上，让他们首
先成为具有七情六欲、喜怒
哀乐的人，让他们带着诗意
和人性的光芒生活在天地之
间。

运用丰富的意象是中国
古典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法。
《伏羲创世》中运用了大量的
物象参与故事情节的书写，
以质朴的语言将哲思融入生
活中常见的细节，这是诗人
自身情感的迸发，也是自然
物象的情感外化。远古时代
语言相对匮乏，很多语汇都
只能用自然物象来代替和形
容。这些物象的出现并不是
文学意义上的托物言志，而
是远古语境下人们凭借物象
对其匮乏语言的弥补。月
亮 、太 阳 、青 山 、花 朵 、蜜
蜂……诗篇中丰富的自然物
象从客观上将故事与时代相
统一。同时，这些物象的大
量使用也说明了人类的智慧
大多来自自然的启迪，体现
了人类最初的世界观。

回顾汪渺的诗歌创作，无
论是长诗《伏羲创世》《白马史
诗》，还是短诗《土地疼出了

泡》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对万
事万物怀有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在长诗的
创作中，他在从远古的记忆中追寻纯真质朴
的情感，探寻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悠久、神秘
而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之源。在日常诗歌的创
作中，他俯身大地、与万物共情，收集人世间
最朴实无华的感动。多年来，他在羲皇故里
的大地上，在伏羲画卦的卦台山上，在伏羲女
娲生活的葫芦河畔，在白马人聚居的古老边
寨，在历史和神话的广阔天空中寻找灵感、蓄
积诗情、储备能量，直到文字在笔下喷涌而
出。从这个角度讲，汪渺是一个真正怀揣赤
子之心求真求美求善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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