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2024年个人创作计划：继续纪实性，三部有眉目

论新闻写实与文学纪实：都要讲故事，有料更加好

述两部新作的创作心路：梅花喻荣氏，未敢忘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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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1日，由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老挝中
国文化中心、无锡民族乐团
共同主办的“春之乐章·无
锡民族乐团音乐会”在老挝
万象落幕。为期五天的音
乐交流作为 2024 年老挝

“欢乐春节”中国文化月系
列活动之一，以两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盛宴，向老挝
民众展示中国春节的文化
之美、生活之美、和合之美。

据介绍，无锡民族乐团
演奏了富有江南风韵的经
典音乐曲目——江南丝竹
《三六》、二胡独奏《苏南小
曲》、女声与乐队《太湖美》
等，现场各种中国民族乐器
轮番登场，美妙的旋律、活
泼的演奏、传统与现代交织
的中国民族音乐，使得现场
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年味，引
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

乐团还将中国民族乐
器融入老挝名曲中，与老挝

歌手合作演绎当地民歌《占
芭花》，以中国民乐、江南丝
竹的独特魅力谱写出“春之
乐章”，在流动的音符中让
人们感受中国春节的喜庆
祥和。在现场观众热情澎
湃的欢呼声中，全场同唱老
挝歌曲《自由的土地》，将气
氛推向高潮，为音乐会画上
了圆满句号。

“此次音乐会用音乐旋
律跨越国界、语言、文化，让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走
出国门，在更广阔的空间和
土地绽放。”无锡民族乐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以国乐串联、
文化流淌的“春之乐章”在老
挝奏响，获得了包括老挝党
中央机关报《人民报》、老挝
国家通讯社《巴特寮》报、老
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外文报
在内的当地主流媒体的关
注，他们的现场报道，让来自
中国的新春之声为更多人带
去了欢乐。 （陈钰洁）

本报讯 1月31日，《丹
心圣手——朱可心传》作者
宗伟方向宜兴人著作馆捐
赠个人著作，该书最近由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学术上讲，这本书
注重学术规范，按照史学的
方法和档案学的方法，事实
陈述有据可查。”宜兴市社
科联主席戴菊华表示。

“1932年，朱可心的一
把竹节壶在上海豫园展出
时，被宋庆龄出资收藏，至
今还保存在上海宋庆龄故
居中。书中对此有详述，事
实板上钉钉。”据宗伟方介
绍，在该书成书过程中，引
用了数千条文献资料，查阅
了大量的档案，采访了许多
当事人，“这不是一个文学
作品，而是一个传记作品，
阅读起来不会轻松。”宗伟
方深有感触地说。

1956年，江苏省人民政
府任命朱可心、任淦庭、裴
石民、吴云根、王寅春、顾景
舟、蒋蓉为“技术辅导”，着
力培养新一代紫砂艺人。

“朱可心与紫砂厂同辈艺人

相比，创造了‘六个第一’。”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朱可心
徒弟潘春芳在该书序言中
写道，朱可心是第一位进入
专业学校并前后20年左右
担任工艺教员的紫砂艺人、
第一位取得国际博览会特
级优奖的当代紫砂艺人、新
中国第一位获全国性奖项
的宜兴紫砂艺人、当代紫砂
艺人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深
造的第一人等。

宜兴人著作馆设在宜
兴市图书馆内，位于宜兴市
图书馆三层，总面积700多
平方米，分设了翘楚风华、
栋梁专著、先贤华章等板
块。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副局长张建云在当天
的新书分享会上表示，宜兴
人著作馆集中呈现人文宜
兴，紫砂是宜兴城市文化标
签之一，像朱可心传记这样
的图书，厘清紫砂发展脉
络，对紫砂工艺传承与发展
追根溯源，正是设立宜兴人
著作馆的意义所在和功能
所系。 （何小兵）

因为选题有较强的戏
剧性，高仲泰的作品频频
吸引电视机构、影视剧公
司伸来“橄榄枝”。举例来
说，像《望族》就是华谊兄
弟公司拍摄的，在筹备过
程中央视、浙江卫视、东方
卫视等就在谈播出协议；
再比如《太平轮》，写出了
与谍战结合的故事，影视
公司非常感兴趣。“作品成
功的要素，一是故事，二还
是故事，三依然是故事。”
高仲泰直言。

离开新闻岗位后，高

仲泰有了更充裕的创作时
间，因此近年来所著颇
丰。今年已经酝酿了三部
作品，第一本命名为《激
流》，它是描写中国载人
深潜研发团队纪实文学
《深潜》的续篇，故事将围
绕“奋斗者”号总设计师
叶聪展开，讲述一位哈工
大毕业学子是如何勇挑重
担、建功立业的；第二本
将聚焦杭州钢铁公司从高
排污企业转型为绿色无污
染企业的过程，杭钢曾在
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作为唯

一企业代表做经验分享，
有着为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的重大意义；第三本
还是在写荣家，是记录荣
智健创业史的人物传记。

（晚报记者 何白/文
李霖/摄）

高仲泰：
深耕纪实文学 醉心讲好故事

高仲泰，作家、资深媒体人、影视编剧，擅长历史小说和纪实文学写作，作品有
长篇小说《望族》《大外交官》《太平轮》《租界》，历史小说《阖闾王朝》《夫差王朝》，纪
实文学《荣毅仁的前半生》《我不是药神》《深潜》等，累计发表出版作品近千万字，作
品多次入选年度好书排行榜、多次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本期访谈作家 高仲泰

去年8月出版的《江南荣家》、今年1月出版的《大西迁》，
两本新书近75万字篇幅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
故事，人物鲜活跃然纸上。作者高仲泰是资深新闻工作者和
作家，对讲好故事的执着，让他越发醉心于纪实文学创作。

以荣氏家族为题材的
各类作品已不少，高仲泰
自己也写过《望族》《荣氏兄
弟》等，为什么还会写《江南
荣家》？“《江南荣家》与以往
的作品不同，首次以大散
文的文学表达形式将梅花
品格精神与荣氏家族文化
对应起来，梅花的早、洁、
傲、坚，与荣家的企业家精
神契合且独具象征意义，

荣家几代人种梅、爱梅、崇
梅，气质中蕴含梅花风骨。”
高仲泰这样解读写作《江
南荣家》的缘起。

另一新作《大西迁》同样
与荣家有关，它展现了抗日战
争中以卢作孚和李国伟为代
表的救亡图存企业家群体，如
何完成荣氏等民族工商业企
业内迁的曲折经历。这段历
史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

刻尔克大撤退”，李国伟是荣
德生的大女婿，在当时起到
了主心骨作用。高仲泰介
绍，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
周年，《大西迁》题材如能改
编为影视剧如期上映或播出
无疑是份献礼；反映这段史
实也有现实意义——在艰
难中救亡图存、在关键时刻
体现企业家作为，那个时代
的人物故事也启迪着当下。

20世纪80年代初，高
仲泰进入无锡日报社工
作，后来参与了江南晚报
的创刊筹备，并且担任过
江南晚报副总编辑，如今
重心转向纪实文学创作，
对新闻写实和文学纪实两
者的异同深有感触：“两者
相同处都是要讲好故事。

不同处有两点：新闻纪实
讲究时效性，要最新的，要
求发布快，文学纪实则不
受时间限制，譬如大量历
史题材是事后追溯、还原；
新闻表达的语言不应刻意
追求文学性，相反，文学作
品无论哪种都讲求文学语
言之美。”

在高仲泰看来，数十
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也的确
有助于他的纪实文学创
作。譬如，要写作历史题
材的纪实文学，就需要掌
握大量的、丰富的第一手资
料，甚至是独家资料，才能
成功地展开对人物故事的
叙述。

无锡民族乐团亮相老挝
江南丝竹谱写“春之乐章”

他的紫砂壶被宋庆龄收藏

朱可心传记新书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