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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蜜桃”
对战“小笼包”
篮球赛非遗市集
激情碰撞

本报讯 6月29日晚，“乡逢是首
歌——村里有艺思”乡村艺术季启动
仪式暨乡聚阳山之2025年“村BA”球
王争霸赛揭幕战，在无锡市阳山生态
休闲旅游度假区（阳山镇）火热启幕，
用体育赛事与乡村文化的双重引擎助
力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现场，12支参赛球队用
饱满的精神与铿锵的口号展现出各村
的精神风貌和特色乡村文化。当天最
吸睛的当数“水蜜桃VS小笼包”篮球
邀请赛，阳山镇篮球队与王兴记篮球
队展开激烈对决，球员们在赛场上全
力拼搏，汗水湿透了球衣。现场观众
热情高涨，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把无锡的两大特
色都融入进来，很有创意。”观众张大
爷兴奋地说。这场比赛不仅是体育竞
技，更是地域文化的生动展示，将无锡
的特色IP巧妙结合，传递出乡村体育
的无限活力。

球场外，“村里有艺思”市集同样
人气爆棚。阳山水蜜桃、延安苹果、桃
木雕刻、熟食果蔬、文创手作等15个
特产摊位一字排开，村民和游客们穿
梭其中，欣赏着非遗技艺，挑选着心仪
的农产品。对口协作城市延安也带来
了不少农特产品，工作人员热情地邀
请游客试吃：“尝尝咱陕北的苹果，苹
果遇见水蜜桃是甜蜜相遇，甜上加
甜。”一位正在吆喝的阳山水蜜桃桃农
告诉记者，购买水蜜桃的人特别多。

现场还有惠山区特色非遗表演。
凤羽龙灵动飞舞，陆墟马灯活灵活现，
阳山当地大鼓气势磅礴。“这些节目都
是我们自编自演的，道具也大多是自
家物件改造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展
示，让传统文化真正扎根在乡村土
壤。”一位非遗表演者自豪地说。

无锡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
示，未来将持续打造“乡逢是首歌”品
牌，通过常态化举办各类乡村特色活
动，引入资源、汇聚关注、留住消费，
深度激活文化基因，让乡村既有“诗
和远方”的浪漫，更有“家门口增收”
的实在。

（潘凡）

初中毕业那年的夏天，15岁
的苒小雨完成了人生第一部长篇
小说，她的文学之路也就此启
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将手
稿寄往《莽原》杂志（这份杂志
1925年时的主编是鲁迅先生）。

“当时连投稿格式都不懂，信封上
只写了个地址。”令她意外的是，
退回的稿件里竟然附有编辑的亲
笔信，信中的修改建议细致地分
析了作品优缺点。这份反馈成为
了苒小雨文学路上至关重要的

光，点亮了她持续创作的信心，她
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发表
属于自己的作品。

缘分真的很奇妙，多年以后，
苒小雨再次与《莽原》杂志重逢。
这一次，她的小说《苏七月的七
月》不仅成功发表，还一举摘得刊
物年度文学奖，另一篇刊于《莽
原》的小说《设色宣纸》获得河南
文学期刊奖。两部小说均是聚焦
女性命运与人生选择的作品，《苏
七月的七月》灵感源于约瑟夫·布

罗茨基的诗句“文字写在风的墙
上”以及苒小雨家中阳台对面小
花园入口处那面盛开的凌霄花
墙。

苒小雨将滋养自己迅速成长
的原因归结于大量的阅读，“好的
文学作品对一个作者的影响，就
像阳光之于植物。”她借用作家余
华的话阐明心迹，“植物需要阳光
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成为
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
去茁壮成长。”

苒小雨，中国作协会员。鲁迅
文学院第3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
员，鲁迅文学院散文创作高研班学
员。在《小说月报·原创版》《莽原》

《雨花》《鸭绿江》《四川文学》等刊物
发表作品，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

《散文选刊》等选载。出版小说集
《苏七月的七月》等书。获2020年度
“莽原年度文学奖”，获第二届河南
文学期刊奖中篇小说奖。

本期访谈作家 苒小雨

从西北丹霞地貌，到江南老街深巷，几经变换的生活地理坐标塑造
了苒小雨的文学视野。她的文字始终在记忆与现实的土壤中汲取养分，
在当代文坛书写着独特的人间烟火。

苒小雨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中
国地理与文化版图上极具分量的
三块土地：西北出生，中原成长，
最终定居在江南无锡。从黄河之
畔走到太湖之滨，三地的风物与
文脉也深烙在她的创作肌理中，
成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西北
是她的童年底色，黄河、老街、爬
满院墙的藤本植物以及“深蓝色”
的外婆，都让她记忆犹新。而厚
重的中原文化底蕴则塑造了她眼
中河南人“不善言辞，彬彬有礼”

的群体印象。每片土地上发生的
真实故事，典型的人物形象，都反
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

2012年初，苒小雨到无锡游
玩，一下子被这里深深吸引。她
当即决定在无锡住下，用心感受
这座城市。“最初，我在无锡住了
好几年，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我一
点都不觉得孤独。”每天读书、写
作，傍晚漫无目的地驱车兜风，构
成了她宁静而丰盈的日常。“这座
城市的温润、包容，很快向我敞开

了怀抱，它以文学的方式完全接
纳了我。”

这种大跨度的地域迁徙，对
苒小雨而言绝非简单的空间转
换。“这些轨迹带来的不仅是素材
的积累，更是认知维度的拓展。”
她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对生命不
同维度的不同诠释，而她欣然拥
抱这种不受地理限制的创作体
验，并在一篇名为《藤本植物》的
散文中，完成了从江南水乡向西
北故土的回溯。

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

拥抱不受地理限制的创作体验

苒小雨的创作始终聚焦在
“当下的现实生活”，在她的创作
过程中，生活中打动她的一些人
和一些画面，朋友讲述的日常有
趣的或者令人难忘的事情，都是
她笔下鲜活的素材。

“我最喜欢逛老街，看人流，
看路旁的店铺。”苒小雨说，这是
她心中最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场
景，不经意间，就会把虚构的世界
放在某条老街上。她说：“就是要
捕捉那些平常日子里让你心头一
暖或‘咯噔’一下的小事。写作扎

根于当下的生活现场，是为了思
考现实，同时反映现实。”在她看
来，历史或许会在创作中失真，但
文学可以呈现生活最真实的那部
分，“那关乎记忆，也关乎对人性
的注解”。

“宜居，也宜创作。”苒小雨盛
赞无锡既是文脉绵延千年的诗意
之城，更是经济翘楚。她在酝酿
的下一部作品，不再是老街巷弄
里的故事，而是将笔触指向“经济
浪潮中的年轻人”，“他们的欢笑
与光芒，正是时代最真实的切

片。这也是我想专注挖掘的现实
题材”。

（晚报记者 李昕昕）

扎根现实的写作关乎对人性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