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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大运河畔，蓉湖大桥堍。清
晨，我悠悠漫步大运河旁，边呼吸新鲜空气
活络筋骨，边观赏河中南来北往的船舶。

我从小在大运河畔长大，记得五六岁
时，每逢鱼汛期的晚上，父亲就带我选一处
离吴桥不远的运河边用扳网扳鱼。父亲架
好渔网，边给我讲故事边扳鱼，我总是听着
听着就睡着了。有一次父亲扳到了一条5
斤左右的大青鱼让我抱，我一抱一滑、再抱
再滑，鱼没抱住反倒弄得一身腥，父亲哈哈
大笑，我也哈哈大笑。

家门前的大运河，有古运河、新运河之
分：古运河是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京杭大
运河，纵贯无锡城区：自吴桥经三里桥、西
水墩、南门至清名桥，全长约6公里，两岸
民风淳朴，充满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

新运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挖的，
自黄埠墩叉河口至蠡桥处叉河口，我有幸
参与了“开河”，开挖地段是如今运河西路
的“木棉花酒店”旁。

当时，开河民工多为当地农民，以生产
队划分地段。父亲当时50岁开外，腰部受
过伤，出河工有些力不从心。20岁出头的
我在江南航运公司一个货运船队上工作，
每年享有52天调休（休假），母亲便让我调
休回家顶替父亲“开河”。当时农村干活比
较随意，儿子顶替父亲屡见不鲜。开河是
在冬天，气温零度以下，寒风吹在身上“瑟
瑟抖”，吹在脸上“刮刮痛”，但能替父亲吃
点苦、受点累，我不怕！经过40多人40多
天奋战，父亲所在生产队“承包”的河段大
功告成。

记得当年新运河贯通后，现在的蓉湖
大桥“身底下”，设置了渡口，起先是两条人
工手摇的摆渡船，一条过去、一条过来，轮
流往复；1980年后，需要摆渡的人逐渐增
多，手摇渡船改为能载50人的轮船。

2003年12月20日，蓉湖大桥建成通
车。大桥位于新老运河交叉口，主桥长
220米，其中主跨145米，桥面设双向六车

道。它是当时全省首座独塔斜拉桥，也可
以说是锡城当时外观最美最轻盈的跨河大
桥。蓉湖大桥把盛岸路和县前街相接，不
少市民前往市区有了一条“快速通道”。更
重要的是，作为无锡交通路网的主骨架通
道，蓉湖大桥成为连接宁杭、锡宜、锡澄高
速公路的“西大门”，极大地改善了市内外
交通条件。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梁溪
区建区五年来，古、新运河不断锦上添花。
古运河上，以运河公园为起点的水上特色
游线，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外形古色古
香内有现代科技加持的游轮上，游客们谈
笑风生、品茗赏景，途经黄埠墩、江尖公园、
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薛福成故居、南禅寺、
清名桥等名胜古迹。白天，两岸风景如画，
让人百看不厌；夜晚，万家灯火，色彩斑斓，
宛如人间仙境。“茄子！”游客们在一个个景
点，定格一个个美好瞬间。

再看新运河，自吴桥至华清大桥两岸

的景观带内，香椿树、柳树、桂花树等枝叶
茂盛，绿草如茵，亭台、曲径、石凳、长椅点
缀其间。清晨，跑步、打太极拳、跳舞的晨
练者随处可见，眼前仿佛展开一幅全民健
身图。入夜，两岸灯光璀璨，成为附近居民
散步好去处。情侣依偎，夫妻携手，孩童嬉
戏，朋友笑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也许大运河开挖有我的汗水，也许我
多年在船上工作，经常躺在大运河怀抱，所
以我对大运河有说不出的亲近感。我最喜
欢在朦胧夜色下，与家人一起在大运河畔
散步，走走停停、说说笑笑。

家门前的大运河，是梁溪区建区五年
来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
取得骄人成绩的见证，亦是无锡向世界递
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作者单位：无锡市梁溪区江南航运公司）

大运河，见证者
□徐森宝

今年62岁的王顺法是宜兴市丁蜀镇
人，自幼酷爱文学，自2016年6月以来坚
持创作，至今已写出200多万字的作品，多
篇作品在《钟山》《太湖》《雨花》《北方文学》
等国内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代表作《扬
州在北》全书24万字，生动描写了宜兴乡
镇企业家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是一曲拼搏
奋斗、开拓创新的时代赞歌。

“在作家的队伍中，像王顺法这类的作
家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顺法
现象’，他们虽然人到中年，但有着厚实的
人生积累，也有充分的创作热情，创作精力
较为旺盛。”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省作
协名誉主席范小青说，王顺法的文字结合
了自身经历，用质朴凝练的语言，对人生和
文学作了生动的解读。当下，各级文化部
门都在大声疾呼，号召作家们关注、书写现
实题材，反映当代的改革现状，但有别于报
告文学的优秀的虚构作品很少，王顺法的
小说是其中的成功典范，且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和个人特点。“作家要处理好生活与提
炼的关系。”范小青说，生活是富矿，也可能
是陷阱，写作要从富矿中提炼能制作精品
的东西，这种能力需要在长期写作中摸索，
更需要用现代意识去审视。

现实主义文学要叙述当下已经发生
的、正在发生的现实，是无比鲜活的现实。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杨建说，王顺法的作
品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现
实。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讲述方式，能更好
地对话这个时代，把握和呈现当下的中心
精神、中心经验，去思考现在、过去和未

来。这对于推介无锡、理解无锡、感受无
锡，都很有价值。

江南大学副书记戴月波表示，苏南是
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示范区，也是展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窗口”，高校对于
推介地域优秀创作人才、繁荣江苏文学创
作责无旁贷。王顺法受聘江南大学客座教
授后，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为
进一步繁荣无锡的文化事业，为无锡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相应贡献。

在作协党组成员、副书记贾梦玮看来，
文学创作的第一线硕果累累，他们对人文
创作的积累，以老师的身份，把经验、感悟
传递给学生，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著
名作家、《青春》主编李樯则认为，成功的作
品是能够打动人的。王顺法小说的结构设
计相当成功，故事情节、人物心理及命运改
变不是A到B的平铺直叙，而是波浪式的
曲线上升，细细品读，引人入胜。

市作协名誉主席陆永基说，王顺法拥
有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非同寻常的创作
激情、非同寻常的文学禀赋。他的童年生
活艰难坎坷，15岁辍学，18岁担任大队干
部，30多岁投身商海，对于写作而言，他所
有曲折而丰富的经历可谓巨大财富，为他
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读他的小说，
可以感觉到文字的喷涌而出、情感的充分
释放，拥有这种写作状态，十分难得，十分
幸运。

“他的作品‘干货满满、紧贴大地、深深
植根’，除了文学价值还具有历史价值。”市
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黑陶说，王顺法取
得的成绩不仅是他个人文学创作生涯中的
重要收获，也是无锡文学值得记录的收获，
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比历史著作更深
的历史真实。

如何文学书写苏南当代现实？
□韩 玲 张 庆

一

4月11日，在惠山古镇寄畅文化艺术
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互动全面展示
了华斌的篆刻艺术成就。以“立象尽意、中
正冲和”八个字来形容华斌的篆刻艺术，可
谓恰当。

华斌为人谦和温厚，爱读书，喜思考，
勤动手，终日书画操练不止。华斌对中西艺
术皆有涉猎，视野开阔，对艺术有着清醒的
判断。华斌亦喜收藏，爱古物，从金石学视
角切入艺术学习与创作，博涉广取，书、画、
印样样拿手，个个精彩，是一位难得的全能
型艺术家。

金石学是清代以来对中国书画艺术产
生巨大影响的学术思潮，强调“实事求是”

“以古为是”，故深爱金石学的文人都是饱
学之士，版本考辨、渊源梳理、风格流变都
需要求实、专精的态度。“金石学”表现在书
画艺术上，便是强调综合，追求诗、书、画、
印的一体化。

谈到“以古为是”，很多人便认为是保
守的代名词，其实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探

“古”的目的是解决“今”的问题，“以古为
新”是将思考的长度拉到历史维度，以便更
清晰地关照当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艺术也同样如此。

二

金石学具有多学科交融的特点，小学
文字是金石学的基础，而篆刻艺术正是以
古文字为基础的镌刻形式。文字在构成意
象中反映着中国文化的特质。字形与原始
绘画同出一源，既是书法，又是图画，书与
画遵循着共同的审美与意境追求，同气连
根，互动互通。文字在造型上的微妙性和严
谨度上要更甚于绘画，对造字源流的考察，
能更深入地把握意象造型的规律，体悟造
型艺术的秘诀。

华斌对文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有着清醒的认知，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古
文字学的整理、点校、考辨工作，专著《问字
楼说文解字形义校正》是其多年研究的成
果，将要完成出版。扎实的文字学根基，对字
形、字义的变化了然于胸，增加了字形艺术
处理的能力和底气，所以他在印章中引入
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能够自由地处理字
形结构，而不仅仅追求表面的“金石味”。小
学文字构成了华斌书画艺术的文化核心。

消除了字形的障碍之后，篆刻对于华
斌来说就更增加一些自由，以字形统领章
法和刀法。古文字是发展中的文字，造型优
美、变化多端，极具艺术的生命张力，散发
着迷人的光辉。对钻研过文字学、深谙字法

演变规律的华斌来说，古文字是一座宝库，
在符合古文字的流变规律的前提下，他能
够大胆选择假借、省略等文字处理方式，制
造印面冲突与矛盾，古文字功夫为他的篆
刻艺术增色不少。

三

中国文字是以“象”达“意”，透过“六
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
方法衍生出一个庞大的文化符号系统。篆
刻在运用古文字的过程中试图以更夸张的
情绪表达，在“立象以尽意”中寻求新的可
能。华斌在古文字研究上的笨功夫，在篆刻
家中是比较罕见的，文字学的沁润，形成了
以“六法”为特征的意象思维，丰富了华斌
篆刻中的造型趣味，提高了审美品格。

华斌篆刻有以下几个特征：一、以书入
印，结体自由。华斌文字研究的基本功，使
得他能够敢于在符合文字规范的前提下大
胆变化，借鉴书法中的造型处理，任字为
形，发挥文字本身造型的魅力。在他的印面
中，时常出现一两个富有变化的字形与规
整字形并置，形成强烈对比，产生出人意料
的艺术效果，新颖别致。二、甲骨文入印，别
开生面。华斌认为甲骨文入印虽然难度大，
但突破的空间也大，综合运用粗细、粘连，破
损等印化技巧，增加印面的趣味与表现。华

斌则将书法用笔引入，有限度地增加线条的
对比，将甲骨文天真自在的气质表达出来，
或劲健，或秀丽、或疏朗、或古拙，风格多样，
具有相当的表现性与开创性。三、取法汉印，
平中见奇。汉印是华斌篆刻的基架，他通过
印外求印，引入其他艺术门类的处理方法，
强化线条中书法用笔的流畅感，增加笔画粗
细变化，妙用烂铜印风格，制造矛盾，强化块
面对比。同时将文字压扁、拉长、错落排布等
方式营造趣味空间，变化丰富而文雅。

华斌为人通达，举止儒雅，深谙中庸之
道，故其篆刻风格也是走中正文雅之路，不
激不厉，中正平和。书法、国画、篆刻兼擅，
书画交融，为其篆刻增添不少营养，同时又
积极汲取清代民国以来文人篆刻大家的艺
术成就，着意于多元熔铸。在画意的营造与
转化，书法用笔的流畅，甲骨文造型的多
变，烂铜风格的斑驳古拙，写意精神张扬之
度的把握等方面他都能自如地平衡，试图
将多种艺术元素与技巧在印中融合，呈现
一派君子风度。

刘熙载论书谓：“意，书之先天；象，书
之后天”。华斌篆刻艺术以厚重历史为根
基，融入“六法”意趣，书画意象，以古为新，
立象尽意，中正冲和，在活泼泼的印面中彰
显生命浪漫，在“畅神”的氤氲中盛开艺术

“不谢之花”。

立象尽意 中正冲和
——谈华斌的篆刻艺术

□刘德龙

戴建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戴建业就总能发现
让人惊喜的宝藏。

我的个天！原来端午节和屈原毫无关系。
我的个天！某些高考满分作文，其实写得

一塌糊涂。
我的个天！农村那位裹脚的妈妈，才是天

生的教育家。
这本随笔集，将跟你聊人生，品文艺，话教

育，谈婚姻，保你读完以后，也会惊叹——“我的
个天”！

《我的个天》

蔡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蔡澜为人幽默风雅，以鲜活、生动的文字讲
述他的所见所闻，与读者分享他的识见。他说：

“为了喜欢写而写，才是一个真正的开端。除了
文字之功，还要够真、够坦白。”

这本《人间好玩》是蔡先生的散文集，书中
谈人间的“好物”“好吃”“好玩”与“有情”，篇幅
短小，一朵花里见世界，有心人自会从文字里感
受到“活出人间好玩样子”的智慧，找到通往更
好更通达生活的路。

《人间好玩》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东野圭吾《恶意》系列温暖新作，比《解忧杂
货店》《新参者》更能打动人心。原版甫一上市
即登顶畅销书榜，获得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的
双重认可。

这是一个本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案件背后
的真相令人动容。作者东野圭吾用冷峻的笔触
书写生命源头奇迹般的邂逅，温和又不失力
度。他还为本书专门写下寄语：“说我固执也好
吧，我喜欢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希望之线》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

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

变。这种历史性巨变，就是当代中国千千万万人最直观、最直接、体验最深刻的现实。

已经变化和正在发生的现实谁来书写？怎么书写？在江南大学举行的“苏南当代

现实的文学书写——作家王顺法作品研讨会”上，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日前，一部关注现代人焦虑的长篇小说《都
市初心》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小
说共34万字，因展现传统文化如何治愈现代人
焦虑而吸引众多读者的关注。

《都市初心》主要讲述了一位民营房地产企
业家在产城融合发展的新背景下，改变冒险突
进的惯性思维，管控住企业风险，走可持续稳步
发展道路的故事。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为传统文
化架设了一个当代场景：新时代城市建设高潮
迭起，宏大的产城规划蓝图激动人心，城市主政
者对当代城市建设有目标和情怀，企业家经历
多年发展也对企业价值和人生价值有了反省和
定位，重新出发。在此基调下，都市中几位年轻
人返璞归真，从忘记“初心”、沉迷“幻象”的困境
中走出来，投身社会实践，自觉融入文明复兴和
中华崛起的进程中。

作者开晓祖籍无锡江阴，据他介绍，自己创
作《都市初心》的最大动机是，记录这一场千年
未有的文明复兴，“在当代国际社会普遍面临文
化冲突、人与自然冲突的背景下，以内省自律、
圆融达观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化理当发挥建设
引领作用”。作者认为创作长篇小说是弘扬传统
文化、传播正能量的一个较好途径。 （晓星）

传统文化治愈现代焦虑

长篇小说《都市初心》
引读者关注

韩宇瑄
江大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顺法的“琉璃三部曲”写尽了创

业之难、创业之苦，也讴歌了创业之
人、创业之精神。其作品不仅在人物塑
造上向内开掘，并且在商业观上也采取
低视点、低音调、低站位的草根视角，以
别样的方式书写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
历程，以特异的角度实现自己致敬时
代、致敬先锋、致敬努力的“史诗性”追
求，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张 宇
江大人文学院副教授

《扬州在北》生动记录了改革开放
初期苏南企业争当时代排头兵的魄
力，绘制了农民企业家拼搏奋进的身
影，描摹出感人心魄的爱情纠葛与欲
望，并坚持道德的标高，为时代人心、
人性留下一份独特的见证。在新世纪
以来的商场小说中，如《扬州在北》般
质朴无华而又感人深邃的书写很难见
到，为当下长篇小说界带来了新质素。

姜 琴
江大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生
王顺法先生笔下的创业英雄们不

是追名逐利的商业机器，他们有理想
有抱负更有温情，正因为有无数个方
旭明、王子清，才创造了“苏南速度”

“中国速度”等奇迹。但作者并没有一
味拔高人物形象，而是通过第一人称
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不断分裂的世界，
运用人物“内心钟摆的巨大摆动”回应
那些开放型的冲突，从而使人物形象
更加血肉丰满。

更多观点

王顺法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扬州在北》

·城事·

·书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