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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时接力朗读，接续城市文脉

“直播上海文学地图”活动昨在申城开展，
作家、评论家们漫步于文化地标———

昨晚的北外滩流光溢彩， 来自国内

外的多名作家齐聚一堂， 每人诵读了自

己钟爱的诗作 ， 向文学经典致 敬 。 这

里 ， 是上海国际文学周诗歌之夜 的 起

点， 也是 “直播上海文学地图” 朗读接

力的结束地。 但诗意仍余音袅袅， 作为

上海国际文学周首次举办的创新活动，
叶辛、 李敬泽、 金宇澄、 黄德海、 徐则

臣等作家、 评论家， 从昨天上午九点至

晚七点间的不同时间段里， 分组漫步于

十个沪上文化地标， 接力诵读了包括茅

盾、 巴金、 鲁迅、 萧红等名家在内的文

学经典作品。
诵读从上海书展主会场展览中心开

始， 途经上海作协、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故居、 柯灵故居、 茅盾旧居、 鲁迅

故居与鲁迅纪念馆、 左联纪念馆、 思南

文学之家， 直至诗歌之夜举办地结束。
这项活动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 在线

观看突破八万人次，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提问， 反响热烈。
“自近现代以来， 上海一直都以不

断创造和探索的精神， 立于全国文化的

前沿， 并积累起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学传

统和文化底蕴。” 评论家、 作家李敬泽

在鲁迅纪念馆前的世界文豪广场感慨万

千， “当我一路走过茅盾旧居、 鲁迅故

居等地标， 感觉又重温了它们所承载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记忆”。

可阅读的文化地标 ， 兼
具人文底色与人性温度

不难发现， 此次活动串联起的多个

文化地标， 镌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

的闪光点。 而当后辈作家漫步于这些街

区与场所， 轻声读出曾打动他们的名篇

佳作时， 建筑本身也成为了可阅读的对

象———钢筋混凝土的背后积淀着厚重的

文化底蕴，不乏人性的温度与人文情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叶辛是

接力活动的首名朗读 者 ， 他 站 在 上 海

展览中心广场的喷泉前 ， 手捧 小 说 新

作念出片段 ， 明媚阳光映着水 柱 ， 引

来不少逛书展的读者驻足倾听 。 选 择

上海书展主会场作为 活 动 的起点 ， 别

具深意———十几年来， 每个夏天， 这座

极富历史渊源的建筑便被书香浸润， 迎

来送往无数求知若渴的爱书人。 “我曾

在上海展览中心工作过， 上世纪 90 年

代它还被评为上海十大优秀景观之一，
能在这里朗读自己的小说 《孽债》 和新

作 《古今海龙屯》 片段， 我感到非常高

兴。” 叶辛说。
有的作家则选择了相伴几十年的精

神栖居地。 另一位朗读者、 作家金宇澄

在位于上海作协的 《上海文学》 杂志办

公室里， 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 《繁花》

第 15 章第三节， 以及鲁迅 《萧红作

〈生死场〉 序》 《“京派” 和 “海派”》
等名篇。 “阅读鲁迅时， 是最真实的

我。” 金宇澄告诉记者， 他曾亲手画

过一幅画 ， 画 中 鸟 儿 背 着 《鲁 迅 全

集》， 象征着他少年时代的重要启蒙

读物。 在朗读前， 他也和市民读者们

分享了上海作协建筑背后的故事， 并

讲述了 《收 获 》 《萌 芽 》 《上 海 文

化》 等上海作协下属刊物的过往与现

在， 让人领略了巨鹿路 675 号聚拢原

创文学佳作的强大平台魅力。
此后， 作家们又依次来到巴金故

居、 柯灵故居、 茅盾旧居……在这些

文化大家曾经的居所中， 藏书、 信件

等珍贵文献， 让名家生平鲜活映现眼

前。 从巴金的 《怀念萧珊》 《愿化泥

土》 《家书》， 到柯灵的 《巷》 《浮

尘》， 再到茅盾的 《子夜》， 李敬泽、
唐颖、 弋舟、 杨庆祥等作家声情并茂

地接力朗读着， 向这些现当代文学史

经典篇章， 表达敬意。

诵读接力创意十足 ，
让品质阅读抵达心灵深处

多位参与活动的作家不约而同地

谈到 ， 这 场 朗 读 接 力 颇 具 创 意 ， 在

拓展了经典 传 播 可 能 性 的 同 时 ， 也

鼓 励 更 多 人 贴 近 城 市 的 文 化 空 间 ，
静 心 感 受 文 学 的 魅 力 ， 让阅读与 生

活水乳交融。
青年作家马伯庸朗读了小说新作

《草原动物园》 和废名的 《田园小说》
中的片段 。 在 他 看 来 ， 朗 读 接 近 于

“深阅读”， 经由声音的演绎， 能帮助

读者深入到文本中去。 “在诵读过程

中， 废名的文字从一个个躺着的汉字

块， 仿佛变成一段段韵律， 更显隽永

幽深； 朗读也能检查自己的文字是否

流畅， 读起来顺不顺。 无论通过何种

方式阅读， 重要的是从中获得直抵心

灵的力量。”
在另一位参与者、 科幻文学作家

韩松看来， 线上线下的许多人突破地

域空间局限， 一起在上海文学地图中

穿行和阅读， 声音与思想交织， 这本

就是颇具奇幻色彩的美丽温情画面。
“从一个侧面来说， 上海书展期间的

这场经典朗读接力， 也体现了全民阅

读的深入人心和城市文化的软实力。
借助新媒体的力量， 文学之美弥散四

面八方， 这场直播是文学传播史上值

得书写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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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记录而历久弥新
英雄因书写而永驻人心

“从决战走向胜利———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活动今在上海书展举行，作者编者分享写作背后的故事

建军 90 年来的巍巍征程，是一幅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是一场枪林弹

雨的战争长剧， 更是一场同仇敌忾的

英雄史诗。 如何在阅读中重温人民军

队的建立、成长和壮大？今年的上海书

展，特设了 “强军兴军 强军强国———
庆祝建军 90 周年主题图书专区”，开

幕三天来迎来了众多读者驻足流连。
在一批建军题材读物中， 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的八卷本 “胜利

丛书”、六卷本“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莽莽昆仑：粟裕大将征战轶事》等图

书，尤其引人注目。今天在上海展览中

心友谊会堂举 行 的 “从 决 战 走 向 胜

利———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 建 军 90
周年”活动上，这些图书的作者或编者

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分享战史写作背

后的故事，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活
动由上海书展组委会、 上海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世纪出版集团上

海人民出版社、文汇报社主办。

爬梳尘封的历史档案，
讲述 “共产党为什么赢、怎
么赢”的细节

百万雄师过长江究竟用了多长时

间？ 为了消灭有蒋介石“御林军”之称

的 74 师，解放军如何急行军？ 著名军史

专家刘统策划并参与撰写的 “解放战争

系列丛书”，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爬梳出

“共产党为什么赢、怎么赢”的大量细节，
将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

六卷本“解放战争系列丛书”聚焦解

放军和国民党军最后的决战时刻， 从东

北、华北、中原、西北、华东、中南等六个

战区讲述这场战争，如同一个个分镜头，
还原了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热血征程。
丛书均以“决战”为名，字里行间气势磅

礴，挟一股雷霆之势，彰显了必胜的决心

和信心。 作者刘统、袁德金、金立昕曾任

或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

员，为了复盘这段历史，他们阅读了大量

珍贵的原始资料，以史实为依据，并从当

事人口中获得第一手材料， 披露出不少

难得一见的史料和细节， 使丛书具有很

强的权威性。
书中写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

战役，细节令人如临其境———夜幕降临，
江上刮起了风。 解放军三个军上千船只

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

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 先头船

刚过中流，距离对岸 300 米时，敌军开始

炮火拦截。 有的船被打穿， 战士们用棉

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负伤，仍然摇橹

不停。 我军炮群再次齐射， 掩护部队渡

江。 江心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

一片火海，映红夜空。 27 军先遣队在山

顶点燃火堆， 为我军导向……又比如描

述孟良崮战役时， 书中没有将解放军的

胜利简单归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 而是

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国共两党的每一步

战略决策、战役部署，详细呈现指挥决策

和实际作战情况，多向度、多角度揭示了

国民党是怎样经历一个个滑铁卢， 令丛

书充满了现场感。

“不能让鲜活的英雄人物
仅成为格式化、概念化符号”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图谱， 英雄是图

谱中的信仰坐标。在历尽艰险、一往无前

的历史征程中，英雄的身影不计其数。为
了革命的胜利， 穿行于战火硝烟的解放

军官兵，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历史的舞台，
带着无尽的豪情。 如何写出这份豪情？ 著

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说过， 如果鲜活的片

断、多彩的人物仅仅成为格式化、概念化

的符号和文字，那就远远失去了它本应有

的含义，更不可能让后来者看清、看透。
而八卷本“胜利丛书”，正是谱写了

一曲荡气回肠的革命组歌。 丛书以时间

为线索， 将人民军队 1927 年至 1953 年

间的 64 场著名战役贯穿起来。丛书的每

一分册都见证着人民军队的成长脚印，
最终交织融合为视野宏大而层次清晰的

人民军队创建史。
在编辑语言的运用上，“胜利丛书”

设计了清晰简明的导读，每册中的每场

战役前 ，都有两页基本信息梳理 ，囊括

了交战时间 、双方指挥将领 、敌我装备

力 量 的 对 比 、 战 果 呈 现 。 除 了 导 读 ，
每场战役还穿插亲历者的文字 、 通讯

片段等， 或是为战役配上相应的诗词。
比如 “红军缘何四渡赤水河 ” 一章引

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 ， 而今迈步从头

越”；“转战乌蒙山”一章引用“云贵高原

巧回旋，乌蒙磅礴走泥丸”等，充溢着理

想主义情怀。
如果说“胜利丛书”“解放战争系列

丛书”是对宏大战争场面予以实录，《莽

莽昆仑 ：粟裕大将征战轶事 》等图书则

以细腻笔触缅怀革命先辈。 沧海横流方

显英雄本色，作为对中国革命有独特贡

献的重要军旅人物，粟裕戎马一生搏击

沙场。 《莽莽昆仑》 生动客观地刻画了

粟裕从山村少年投身革命 、 井冈红旗

转战万里 、 中原逐鹿捷报频传 、 率军

过江转折历史的军事生涯 。 作者侗枫

花 费 数 年 时 间 ， 走 访 粟 裕 当 年 战 斗 、
工作过的地方 ， 寻访当地百姓和粟裕

战友 ， 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 栩栩如

生描述了粟裕机智果敢的指挥艺术和

军事谋略 ， 威震华夏的赫赫战功 ， 叙

述了粟裕在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中的贡献 ， 以及任劳任怨为党工

作的伟大情操， 表现了粟裕虚怀若谷、
对党忠心耿耿的胸怀。

文化

海派国画，有梳理才会生生不息
丰子恺、贺天健、吴湖帆、林风眠、程十发等人的梳理已经展开

借程十发美术馆建造契机，上海中国画院启动对海派中国画的系统性、学术性、文献性研究有种说法认为， 上海是中国书画半

壁江山。 百川汇聚所形成的海上画派，
在深厚的传统滋养下， 吸收并消化着外

来元素， 一代代薪火相传， 谱写了 “笔
墨当随时代” 的多姿画卷。

“上海美术的脉络与这座城市的肌

理同生共长， 上海美术的源流对中国画

学派研究的价值不可估量， 如何体现，
又如何作为学术体系保留下来？” 上海

市文联主席、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

一直在做如是思考。 近来， 程十发美术

馆被列入上海市 “十三五” 重大公共文

化空间建设， 这令他的眼前豁然开朗。
施大畏说： “一座公共美术馆， 收藏、
研究、 展陈是它最重要的三项使命。 我

们以程十发之名来建造美术馆， 在为公

众提供文化食粮的同时， 也搭建学术研

究平台以滋养当代画界。 这其实与当年

程十发先生的理念是一致的。”
借程十发美术馆建造契机， 上海中

国画院正着手加强对海派中国画的系统

性、 学术性研究。 记者昨天获悉， 首批

梳理的 57 位已故画家， 多是近 70 年来

活跃在国内的大师。 目前， 对丰子恺、
贺天健、 吴湖帆、 林风眠、 程十发等人

的梳理已经展开。 今年 9 月底， 程十发

美术馆建造工程即将动工， 两年后， 一

座公共美术馆全新开放的同时， 海派国

画的瑰丽长卷也将徐徐展开。

学术研究本就是上海中
国画院的初心

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对海派国画的

梳理 ， 这是业内听闻消息后的 第 一 反

应 ， 但 细 一 思 索 就 会 释 然 。 因 为 从

1956 年筹建， 到 1960 年正式建院， 上

海中国画院从一开始就设立了 “创 研

室”， 顾名思义， 创作与研究并重。 可

以说， 学术研究是画院的一份初心。
但又为何要在今天重新强调？ 施大

畏给出了三大理由 ： 人和 、 地 利 、 天

时。 首先， 画院成立 60 多年来， 走出

了一批又一批享誉画坛的艺术家， 这为

学术研究提供了海量资源。 仅上海中国

画 院 的 收 藏 部 就 拥 有 这 57 位 大 师 的

4000 余件作品，以及大量文献 、信件和

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文章等。其次，厘清

曾经在这座城市生长、 并生生不息的艺

术文脉，是有温度的“刚需”。 最后，信息

化的时代，建立健全数据库，既是对前辈

大师的致敬，亦能启迪后生晚辈。
“我们第一任院长丰子恺先生设立

创研室是有前瞻性的 ， 但囿于 时 代 局

限 ， 当时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人 力 储

备， 都不足以支持画院开展有力的学术

研究。” 施大畏说， 老院长当时能做的，
就 是 在 有 限 的 条 件 下 全 力 做 好 收 藏 ，
“这让我们今天的研究有了前提。”

今天梳理什么， 这是接踵而来的问

题。 这可以用画院第二任院长程十发的

“海派无派” 来点题。 正因为海派国画

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海纳百川 ， 那 么 梳

理工程也当彰显出 “大气谦和 ” 的 城

市精神 。 在施大畏看来 ， 梳理 工 作 既

是整理画家们的作品 、 文献 ， 也 要 继

承他们的艺术理念 、 高风亮节 。 被 列

入首批梳理名单的 57 位大师中， 贺天

健 、 林风眠 、 关良 、 程十发 等 人 都有

一个主题相同的故事： 艺术报国。 他们

都曾无条件把大批画作捐赠给画院、 献

给国家， 治艺的无私性、 人民性在他们身

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施大畏说： “程十发的 122 件捐赠品

里包括一幅 《睢阳五老图》， 单此一件便

是价值连城， 这样的胸怀当可为今日的艺

术家敬仰。 借用丰子恺的话 ‘人的生活可

以分作三层 ， 一是物质生活 ， 二是精

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 今天的艺术

家更需要追求精神境界。”

海派无派，因而海派的梳
理还将广邀全国专家参与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的 日 益 丰

富 ， 各类画展层出不穷 ， 但似 乎 又 缺

了什么。 “脉络” 或 “统系”， 大概就

是答案 。 海派画派兼容了多么丰富的

内涵， 程十 发 所 提 出 的 “海 派 无 派 ”
固 然 是 种 概 括 。 但 具 体 如 何 体 现 ，
各 位 画 家 的 创 作 究 竟 是 怎 样 织 成 了

五 彩 斑 斓 又 和 谐 共 生 的 海 派 图 景 ，
他们各自的 “笔 墨 当 随时代 ” 又是怎

样表现 的 ， 这 些 都 是 梳 理工程的题中

应有之义。
除了厘清一位画家自身 的 艺 术 风

格 形 成 ， 画 院 的 梳 理 还 会 放 宽 视 野 。
在施大畏看来 ， “大师和城市之间应

该 是 双 向 的 滋 养 ， 城 市 养 育 了 画 家 ，
画家丰润着城市文化 。 因而 ， 我们的

学术研究平台 ， 既研究画家本人的作

品、 文献， 更要考究画家与城市文脉、
与时代发展的关系 。 再进一步 ， 海派

国画放到整个中国画学派的研究里该

如何定义 ， 现在人们常说的新海派又

当 如 何 与 全 国 各 地 的 画 家 相 得 益 彰 ，
这些都是课题。” 正因为此， 上海中国

画院只是系统性梳理工程的起点 。 未

来， 画院还将广邀全国专家参与研究，
比如北京中国画院、 中国美术学院等，
集全国资源 ， 为 “海派无派 ” 打通过

去与未来。
据悉 ， 上海中国画院将 把 梳 理 的

成果分批在程十发美术馆展陈 ， 画展

的名称都已经想好了 ， 就叫 “和而不

同———程十发和画师们” 系列研究展。
海派书画篆刻家的作品 ， 上海地区的

艺 术 家 作 品 ， 受 海 派 影 响 的 近 、 现 、
当代艺术家作品 ， 与海派有关联的国

际近 、 现 、 当代艺术作品 ， 以及对上

海美术发展有裨益的中国和世界艺术

作品， 都会陆续借此平台与公众见面。
程十发在 1992 年曾说： “以本身

论， 上海拥有浩大的且日见扩充着的、
有实力有想头的国画人口 ， 拥有一片

得天独厚的哺育画家的肥土沃壤 。 这

种种好的条件 ， 造就了上海国画界名

家辈出 ， 代不乏人的蓬勃局面 ， 这是

理所当然的。” 如今， 梳理出海派国画

的艺术源流与笔墨精神 ， 以此滋养着

后世画师 。 那么 ， 海派国画的生生长

流， 将未有尽期。

一批纪念建军90 周年的 精 品 图 书 集 中 亮 相 上 海 书 展 ， 包 括 八 卷 本 “胜 利 丛 书 ”、 六 卷 本 “解 放 战 争系列丛书”、 《莽莽昆仑： 粟裕大将

征战轶事》 等。 � � � � � � � � （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程十发 《赶集》。 （均上海中国画院供图）

荨吴湖帆 《双松叠翠》 （局部）。

■ 以吴湖帆为例， 他是 20 世纪中国艺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上海中

国画院对他的作品、 文献整理也早有心得。 画风上， 他承袭吴门画派

遗韵， 又得 “四王” 神髓，对后世山水画又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所以，
吴湖帆不仅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传统技法， 还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
成缜丽丰腴、清隽明润的独特风格。 上海中国画院收藏有一件《双松叠

翠》，便是其风格代表之精品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