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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句辨析：一时一世和流芳百世

观点分享：文学的含金量与力量

“当官一时，做人一世，做作家能流芳百世”“文学力量是

不可估量的”……已是耄耋之年的浦学坤条理清晰地阐述着

自己的思考。务农、参军、下矿、管企、从政，丰富的人生经历

所生感悟都融入了他众多以小见大的文学作品中。

上世纪90年代初，浦学坤于
中共南长区委书记任上主编了
《古运河畔南长街》一书，那时他
对南长街和古运河保护就有明
确的认识：老街不仅是城市的年
轮，反映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时也
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标志。退
休以来，他热心组织太湖文化研
究会对无锡的文史资源开展调查
考证、学术研讨等活动，相关成果
广见于电视纪录片、游记传记

中。如今，他的文学生活分成了
两部分，一是继续每天写日记，兴
之所至亦作诗歌和散文；二是着
手对过往的个人作品分门别类进
行整理，期待能出版更多，“我是
个老年人了，但作品不能老，也相
信作品不会老”。

“无锡工商业百年积淀、影响
深远，当年那批先驱者构建起的无
锡工商文化极大丰富了这座城市
的底蕴；无锡也有文学史上绕不开

的名家，比如读《围城》当知钱锺
书，背《唐诗三百首》应记孙洙。”他
的看法、提议亦诚恳，“无论是个人
还是企业、城市乃至国家，最后的
竞争力和文化有关，生命力也离不
开文化。我在北京看到了国家级
的文学馆，无锡有博物院、图书馆，
尚缺文学馆，不妨适时设立，集中
保留、展示和传承无锡名家名作，
进一步发挥文学力量。”

（晚报记者 何白）

浦学坤：深信文学力量 包蕴哲思流芳

本期访谈作家 浦学坤

浦学坤带来两册巴掌大的
日记本，封面是硬纸壳制的，已
老旧磨损。打开看，每一篇都标
注着日期，赫然是 1959 年至
1960年的了。他从中学时代起
就爱写点什么，一个甲子多的岁
月里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作家
要有好记性、敏感性，对周遭事物
始终有好奇心，有兴趣去探究为
什么，从而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

东西，作品的含金量才会高”。
《牛筋草的生命力》是浦学坤

近年的作品，他有感于亲友遭遇
的生老病死，联想到常年伏于地
表、根系深扎的小小牛筋草，它们
虽不起眼，生命力却异常顽强。
文章通过对小事物的观察，归结
出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文字表达，
用真实亲切感染读者，延续了他
个人作品富含哲思的风格特点。

朗读其中的片段后他概括道：“人
还能不如一棵草吗？活着的人始
终要有希望，在任何困难条件下
都要充满力量。”

浦学坤不止一次收到读者
来信、朋友反馈，因为看了他的
作品而备受鼓舞，甚至有由此坚
定信心战胜病魔的例子。谈及这
些，他频频用到“文学力量”一
词，且深以为然。

熟悉浦学坤的人，对他的
履历并不陌生：从上世纪 80年
代开始，他先被提拔为企业管理
者，后又进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
务，可以说为官历练了20多年。
在另一条人生之道上，他于1994
年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至今已整
整30个年头。两相比对，溯往追
今，他又有一番思考所得，“一个

人如果当官，总会受到任期和地
域的限制。他要是作家，有很好
的作品，声名就不是一时一世，
而可能流芳百世。”

浦学坤曾多次因公务出
访，在与俄罗斯及西欧国家官
员接触时，明显感觉到当他们
得知面前的中国来客还有个作
家身份时流露出的敬重神情，

有的还会关注他出版了哪些作
品、是否已被本国译介。“‘中国
作家’就像个金质名片，你的作
品能让外国读者有兴趣，进而
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必然是
会受到欢迎的。”回忆至此，他
再次强调，“从这一层面来说，
文学力量又一次得到体现，文
学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笔名浦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无锡市文联主席。1967年开始发表文
学作品，先后在《人民前线》《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诗刊》

《雨花》《诗神》《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萌芽》《文学报》《无锡日报》《江南晚
报》等发表诗歌、散文、寓言及漫画作品。主要著作有：诗集《太湖魂》《海眼》《绿
叶情结》、散文集《心灵的虹桥》等；主编出版文学、文史类著作30多部。

成立普法小队

成为一名“法律明白人”后，肖文佳发
现，普法靠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她
召集了一批热心老人，组建了普法队伍。

去年，电影《孤注一掷》上映后，她组
织团队的叔叔阿姨去电影院观看，希望用
这种方式提醒大家防范身边的诈骗。没
想到才几天就派上了用场，团队的倪阿姨
发现好友刘阿姨上网购买了10万元理财
产品，据称三年后可到账17万元。倪阿姨
及时跟肖文佳汇报情况，两人一起给刘阿
姨当起反诈宣传员，在她们反复做工作
下，刘阿姨终于把即将再次投入的8万元
保住了。现在刘阿姨也参加了肖文佳的
普法小组。

在肖文佳的身边既有“草根”力量，也
有专业人员。她与漫修、瑞莱、海辉等3家
律所的执业律师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
邀请律师、心理咨询师开展“送法进学校，
学法护成长”活动，针对筛查出来的问题，
先后5次为学生、老师上好专题辅导课，将
法律知识与心理矫正结合，取得良好效
果。 （甄泽）

诚恳提议：适时设立无锡文学馆

一边喝咖啡
一边明白法律

这家咖啡店
有意思！

上周末，一场“法律明白人”法律知

识有奖竞答在惠山区玉祁街道的一家咖

啡店举行。咖啡店缘何与普法撞到了一

起？不仅如此，咖啡店的店主还曾被评为

江苏省百佳“法律明白人”。

走进这家“森林咖啡”店内，入眼是常
见的咖啡吧台和桌椅，在左手边，设有一
处摆放着普法宣传材料、投影仪等设备的
房间。当天上午，这场有奖竞答就是在这
里举行：发生劳务纠纷时如何有效讨薪、
处理家庭矛盾时怎样维护妇女权益……

咖啡店的店主是“90后”肖文佳，她是
2021年时从上海回到无锡开了这家店。
当时玉祁还有三四家咖啡店，为了与其他
店产生差异化，她突发奇想在店内设置了
一个活动间：“当时就想着别人可以来我
这办活动，也算开辟个新赛道。”后来社区
看中了这块阵地，“希望在这里放一些普
法宣传材料，于是就结缘了。”

肖文佳说，起初她不觉得这些材料放
着会有多大用处，但渐渐她发现，来喝咖
啡的顾客或多或少被法律问题困扰着，看
到这些材料还会问一些法律问题，但自己
受限于法律知识储备，这种交流往往“无
疾而终”。

“咖啡可以为大家解乏，咖啡店为何
不能为大家解惑呢？”带着这种想法，她
报名并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法律
明白人”，并将咖啡店50平方米的活动
室打造成普法场地，张贴普法海报、分发
宣传传单、开展主题活动，就这样她从咖
啡店主成为了普法空间“主理人”。

变身普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