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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鲁迅文

学院、湖南省作协、湖南人民出

版社共同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

《“海牛”号》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

吴义勤出席并讲话。湖南省作

协党组书记胡革平、湖南人民出

版社社长贺正举、《“海牛”号》作

者张雪云，以及10余位专家学

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

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

《“海牛”号》是苗族作家张

雪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入

选湖南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

目，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作品聚焦深海科技，以海底

岩芯取样钻机“海牛”号首席科

学家、“时代楷模”万步炎的科

研经历和心路历程为主线，讲

述“海牛”号科研团队不断创新、攻坚克

难，实现技术超越背后的动人故事。

吴义勤表示，《“海牛”号》全面展示

了中国海洋钻探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

生动刻画了万步炎这一“时代楷模”的立

体形象，主人公的钻研精神、奉献精神、

创新精神及人文情怀，都让读者印象深

刻。作品还成功塑造了科研团队的人物

群像，从中提炼出不平凡的时代精神，充

满令人感动的正能量。作者

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

文后的采访手记，作为对叙

事的补充和呼应，为作品增

添了朴素真切的美感。

与会专家认为，《“海牛”

号》是一部内容丰盈、蕴涵深

刻的报告文学佳作，写出了

时代英雄、时代气象和时代

精神，呈现出题材选择精准、

结构把握精巧、文本叙事沉

稳、细节丰富生动、场景呈现

真切、精神内核凸显、人物形

象饱满等创作特点。作者以

一贯优美的散文化语言功

底，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以夹

叙夹议的方式对海洋开发的

时代背景和专业知识等进行

呈现，让有硬度的科技故事

变得生动鲜活，柔中寓刚，视

野开阔。

张雪云表示，该书向中国科研工

作者致敬，向“时代楷模”致敬，也向伟

大的时代致敬。在采写过程中，她深切

感受到科研工作者的艰难不易，希望

作品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让更多人

感受到“海牛”号科研人独特的精神世

界，感受他们面向未来、挺进深海的自

信与豪迈。 （罗建森）

2024伦敦书展举行
“阅读中国”展区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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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水利部长江委、中

国作协创联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

水利文协、江西省作协、九江市委宣传部

联合主办的“万里长江探文明 千年文脉

共和平”——《和平长江》图书首发式在

京举行。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水利部办公厅主

任唐亮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创联部主

任彭学明，长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甲

均，中国水利文协主席李先明，江西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九江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孙金淼，江西省出版集团副总

经理汪维国致辞。潘凯雄、梁鸿鹰、陈琛、

李小军等专家学者与会。

《和平长江》是一部反映长江流域文

明重大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由水

利作协和长江委宣传出版中心联合组织

编写，由长江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联

合出版发行。青年作家徐春林用5年的

时间，倾听长江、感受长江、书写长江，采

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视角解读长

江，书写了敬畏历史、敬畏生态、敬畏文

化的崭新篇章。

刘汉俊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系长

江、走遍长江上下，提出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今天，关注长江、聚焦长江

文化、共话长江发展，既有文化意义，又有

现实价值。《和平长江》以优美的文辞描摹

了徐春林对长江的挚爱，把长江的历史文

化、生态变迁和保护发展展示出来，把长

江水系和水利工程的丰富、壮阔展示出

来，把水利人、长江人的精神风貌展现出

来，让我们听到了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邓凯说，徐春林用脚步丈量大地，陪

着长江一起奔跑，感受人间烟火，感悟长

江巨变，《和平长江》呈现出他对长江的

深深眷恋、独特感悟和豪情礼赞。该书坚

守了报告文学的求真意志，是一本令人

尊重的长江之书，也为新时代讲好长江

故事奉献出一部优秀文本。

与会者谈到，《和平长江》贯通历史

和现实、熔铸自然和人文，在多角度凝视

长江、多维度讲述长江的前世今生中，热

情讴歌了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伟大实践，生动呈现了长

江人文历史与生态变迁，形象展示出长

江流域人民的生活，以及对长江现实与

未来的思索与展望，是一部具有政治高

度、思想深度、历史厚度、人文温度的报

告文学作品。 （刘鹏波）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春到清溪，茶子馥郁。

这里是青绿中国的内陆腹地，也是洞庭湖南、

志溪河畔的新山乡。

“志水长流滋万物，谢林港畔耐人看。”1954年

初夏，作家周立波在月明山读书观景时吟出的诗

句，穿越70年的时间，如今仍回响在我们耳旁。在

《山乡巨变》中，干部邓秀梅初次进村的时候，与一

位掮着竹子的老倌子攀谈道：“同志你进村去吗？”

“是呀，到清溪乡去。”

走吧，到清溪去！去看看 21 家清溪书屋的图

书、签章和布景，去赏赏漫山遍野的红梅、山茶和桃

李，去尝一尝油菜苔的甜、品一品擂茶的香、闻一闻

湿润的泥土气。

走吧，到清溪去！沿着邓秀梅的脚步，在周立

波的故乡，看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乡村时序把日子

拉得悠长。趁着清晨微凉的风，在最密的草丛中，

让露水浸湿鞋帽，跟村民们一同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感受自然的抚慰。

在这里，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文学的影子。自古

而今，作家们的诗行和词句，挂在树梢的清风中，写

在微雨的竹林里；梦回清溪，少年立波牧牛戏水的

青铜塑像，与溪边的石质地雕相映成趣；清溪画廊

的木质浮雕上，时时刻刻鲜活展演着《山乡巨变》中

的故事情节与劳动场景。

文学，就是清溪村民日常生活劳作的背景与

底色。像一汪柔软的河水，温情脉脉地从田野

的呼吸间流过，日复一日地塑造着清溪人的文

化性格。

70年过去了，邓秀梅初到清溪时，随处可见的

瓦片散落的矮屋、焦黄土砖的墙壁，已变为一幢幢

村民自建的青砖瓦房、一条条通往城镇的柏油马

路。在小说的结尾，乡里基本实现合作化以后，邓

秀梅已然把自己工作的地方像故乡一样看待，亲切

地称之为“我们的清溪乡”。

来吧，来看看我们的清溪！

2024年2月底，《文艺报》报道小分队来到清溪

村，以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以速写捕捉清溪日常

的“一瞬”。用我们的文字，走近清溪的人和事，讲

述一个个朴素的名字背后的鲜活故事，复现一个个

文学地景如何抽条发芽、枝繁果硕。

让我们一同感受清溪的美好，感受乡土中国的

文学力量！

靠天吃饭的农民不仅富了口袋，更富了全家人

的“脑袋”。这是清溪立波书屋主理人卜雪斌把书屋

“搬”回家后的意外收获。

《立波日记》里，周立波曾亲切地称家乡的农民

为“务农老作家”“田状元”。这样的“田状元”，至今

在清溪村还有很多，卜雪斌就是目前最“当红”的一

位。他所主理的立波书屋，是游客来到清溪村必要

“打卡”的一站。

迈进窗明几净的立波书屋大门，就能看到书屋

左边复现的《山乡巨变》里栩栩如生的农家场景，斗

笠蓑衣、锄头，湖南传统农舍的样貌吸引了年轻游

客的好奇心；右边则是充满书香气息的阅读空间，

读者不仅可以在荷花的清香里阅读周立波的代表

作，也能在这里听见、看见，用心感受一个村庄的华

丽蝶变。

“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书屋正中央，周立

波卷起裤腿，在田间地里劳动之余小憩的照片，生

动诠释了这10个字的内涵。作为书屋讲解员，卜雪

斌每每都会将游客拢在这幅画像前，自豪地介绍

“老乡”周立波与清溪村的故事。他一口夹杂益阳口

音的普通话，时不时逗笑远道而来的众人。“我用普

通话讲《山乡巨变》，来这里的游客大多都了解，可

能也就爱买不买；但用益阳话讲《山乡巨变》的故

事，读者听得可有滋味了，就觉得非买不可了。那我

这个‘货’就带成功了。”卜雪斌笑着说。

经营书屋、卖擂茶，昔日“搬石头”的卜雪斌，如

今枕着“书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相较于经营擂

茶带来的丰厚收入，卜雪斌更自豪于自己的“带货

能力”：“今年1月27号，来了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

阅读打卡购书的团队。我跟他们讲周立波的故事，

也介绍了我们清溪村21家书屋的情况，当天卖出

了8042元的书”。谈起这段经历，他喜上眉梢：“我

把儿童文学书屋的童书卖了3000多元，梁晓声书

屋里的《人世间》卖空了。《山乡巨变》的连环画，早

就卖脱销了，最近还没进上货。”

参观立波书屋的游客中，带孩子的“80后”年

轻家长占比很大。卜雪斌在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观

察到，这一代年轻人当了父母以后，因为自己对过

去很多事情是不了解的，也没办法给孩子讲得生

动，“他们就喜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听我讲过去

的故事，讲《山乡巨变》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农村生

活细节。孩子们很感兴趣，家长和孩子彼此都能得

到熏陶”。卜雪斌感慨说，“故事必须要有人来讲，后

辈才会感兴趣。这些好故事不好好讲、不推广，是不

行的。”卜雪斌尤其喜欢在书屋接待孩子们，他认为

自己有责任通过给娃娃们讲述周立波和《山乡巨

变》的故事，让故事成为种子，“把山乡巨变的精神

世代流传下去”。

从黝黑的农民矿工摇身一变，成为立波书屋的

“屋主”，卜雪斌觉得自己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在经

营书屋和擂茶馆之外，他仔仔细细读了几十遍《山

乡巨变》，做了情节记录和笔记；走访十里八乡的老

人，也搜集整理了许多周立波生平故事；组织开展

读书会，和村民、图书讲解员共读周立波著作……

在经营书屋的过程中，他坦言自己从往来的游客身

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与他们沟通，如何读书、如

何讲书。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锻炼”中，“自己这个初

中没毕业的农民，最开始写一百个汉字都很费劲，

如今能开书屋、搞创作，故事张嘴就来、写字提笔就

写，这是立波先生带给我的切身影响，也是‘山乡巨

变文学村庄’赋予我的精神滋养”，卜雪斌笑着说。

清溪村有位“带货达人”
□康春华

清溪之美，美在山水，也美在人文。

作为湖南益阳清溪村提质改造三期工程之一，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项目选址于周立

波故居南侧、清溪剧院附近的清溪文苑用地，由中

建五局设计院杨瑛团队设计，是以珍藏馆为主体，

兼具图书馆、展览展示、文化产权交易平台的四合

一大型综合馆群。该项目于2023年5月落成揭牌，

2024年春节试开放，如今已成为“文学村庄”的地

标式建筑群落。

落成之际，“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为珍藏馆亲

笔题写馆名，并留下赠言：“做人民的学生，在生活

中深造。”珍藏馆负责人曹孟良表示，希望把这里打

造成一个吸引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来此“朝圣”的

“文学圣地”，讲解员邓雨晴则更为感性地把这里称

为“文学的桃花源”。这组造型典雅别致的建筑群，

仿如一册册厚重的折本书籍，依山傍水，徐徐展开，

成诗画象形之意，造书山文谷之境。目之所及，竹林

掩映的室外环境，通透明亮的玻璃窗脊，原木本色

的室内陈设，排序整饬的满架书籍，让人流连其间，

乐而忘返。

设计之初，珍藏馆可珍藏展存图书50万册。自

2023年2月，珍藏馆面向全国征集中国当代作家签

名版图书，得到文学界热烈响应，仅当年5月至8月

间，平均每日接收图书快递200余件。截至2024年

2月，馆内已征集到58000余册作家签名版图书，

馆内总藏书已达37万册。

2023年2月，曹孟良来到清溪村应聘珍藏馆负

责人的岗位。大学期间，他专修电子商务专业，毕业

后在出版传媒领域工作多年。回到故乡益阳后，他

曾任新华书店店长3年之久，有着“与图书打交道”

的丰富经验。他到岗的时候，珍藏馆还处于打地基、

立钢架、园林绿化的基础建设状态，为了迎接中国

作家“益阳文学周”活动，馆内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全

部力量“打攻坚战”，用一周时间完成开荒保洁、调

试设备、图书上架，基本实现了文学周期间的接待

需求，是真正的“高新区速度”。

目前，珍藏馆主要分为五个区域，分别是藏书

楼、藏书阁、阅读区、益阳市图书馆高新区分馆及借

阅区、国版链文化产权（益阳）综合服务基地。其中，

藏书楼是主藏书展示区域，征集来的作家签名版图

书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维护，按照捐赠时间陈列在

该区域，每半个月定期轮换，每次展出1万册左右；

借阅区与珍藏馆门口的24小时微型图书馆同步，

可凭身份证借阅图书带出馆外，与市里通借通还；

阅读区的陈列图书既可供馆内阅读，也可购买。

为提升入馆游客体验，更为便捷地统计数据，

珍藏馆已启用智慧管理、数字协同的智能化系统，

除智慧找书、自助结算、智能化盘点等功能外，还可

以实时展示“图书借阅排行”“数据流通”“读者排

行”“今日进馆人次”等数据情况。珍藏馆全面开放

以来，通过智慧化系统摄像头记录的每天进馆人数

在500人左右，仅2024年 2月的总进馆人数就已

超过1万人次。

2023年10月，“为人民和时代放歌”中国当代

作家文学成就展在益阳市文旅融合发展大会举行

期间开展，陈列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封面、手

稿复制件、签名赠言手迹等。试展期间，珍藏馆广泛

听取益阳市文联、作协作家学者和文学馆、高校、研

究机构文学领域专家的意见，收集整理并根据实际

情况吸取采纳。除普通导购讲解员之外，馆内还配备

专业内容讲解员，为读者讲解展览区域相关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区内有一面红白拼色的

展示墙，墙上由图书封面组成了“文学”两个大字，

每个封面都被精心设计成可以翻开的亚克力板，背

面印着这本书的名言金句。展区旁边写着两行醒目

的字迹：“每个人心中都应深藏一部文学作品”“在

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成为看展游客不能错

过的热门“打卡点”。

珍藏馆是珍藏文学的园地，希望所有热爱文学

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归属感。

■开栏的话

本报讯 3 月 12日至 14日，2024

年伦敦书展在英国伦敦奥林匹亚展览

中心举行，全球主流出版界汇聚伦敦共

享春季出版盛会。本次中国展区以“阅

读中国”为主题，国内40多家出版单位

组团参展，共展示2300多种精品图书，

主要包括阐释中国执政理念、价值观念

和反映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学术

研究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最新成果的代

表性作品，为海外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

国的窗口。

为积极拓展欧美主流出版市场，推动

文化交流与合作，北京出版集团携80余

种精品图书亮相伦敦书展，与英国新经典

出版社举办了《正在消失的美丽——中国

濒危动植物寻踪》（植物卷、动物卷）、《瓦

屋山桑》英文版版权签约仪式，与阿联酋

哈玛利尔出版集团举办了《海上繁花》《阿

娜河畔》《去年天气旧亭台》阿拉伯文版版

权签约仪式；同时，还与英国北京联合会

共同举办赠书仪式，向英国北京联合会捐

赠图书《宝水》。赠书将在英国北京联合

会分享并阅读，并开展读后感征文。

由译林出版社主办的“‘阅读中国

悦读江苏’名家名作国际沙龙：时间河流

中的面孔与故事——《金色河流》英文版

全球推介会”在书展期间举行。作家鲁

敏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出版以来，以

其从传统走向开放和现代的东方财富观

与代际心灵史，受到广泛关注。2024年

4月底，该书英文译稿将全部完成。在

英文版出版亮相前，鲁敏携《金色河流》

首次走进伦敦书展，和译者、评论家一起

同英国文学爱好者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巨大变化。据介绍，此次鲁敏联合

译者、读者和书评人现场向国外出版社

推介作品，是译林出版社首次邀请作家、

译者共同登台，进行国际版权推广的新

尝试。

书展期间，希望出版社举办“照亮希

望童年，讲好中国故事”希望童书英文版

权输出签约仪式。该社与英国卡兹班出

版传媒集团自2019年以来达成良好的

合作关系，2022年希望社出版的《坐上

秋天的火车》《小城流年》英文版由该集

团出版。此次签约仪式上，该社与卡兹

班出版传媒集团签约《老槐树的问候》

《绿皮列车的窗口》《龙生九子》等图书的

英文版权，希望通过这套书传达“一种纯

粹和一份本真”。

《和平长江》在京首发

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我们的清溪

卜雪斌

清溪人物志清溪人物志

清溪村纪事清溪村纪事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
——清溪村“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建馆记

□教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