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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渔家乡走出的那颗“芥子”

笔名小虫，1978年8月出生于浙江兰溪，2003年定居无锡。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无锡市青年作协理事，副秘书长。著有散
文集《表情》《永乐街》《头脑里的旅行》，其中《表情》获得2019-2020太湖
文学奖提名奖。

本期访谈作家 黄小龙

黄小龙：闲看人生起落，执笔耕耘不辍

自散文集《表情》问世，黄小龙
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天写1000
字。于是，2021年有了以现实中永
乐路为创作背景的《永乐街》，2023
年有了纪念来锡20年的《头脑里的
旅行》，“前者极致宣泄情绪，代表
我对人世间的祝福；后者像一面生
活构成的镜子，可见自己，亦可见
幻象。”

如今，黄小龙已完成了多部散
文集，他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创作。

“我想静下心，沉淀一下，尝试往写
小说的路子上走，对我来说也是个
挑战。”他介绍说，计划写的小说主
题是关于无锡城市变化，特别是来
锡20多年间所见的无锡“蝶变”，

“无锡很精致，具有丰富内涵。随
着城市的变迁，这份精致很好地保
存下来；同时我发现无锡的朋友每
个人都很能讲老故事，我为什么不
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事实上，黄小龙的作品中不乏

对其亲历见闻的描写，比如访谈时
他分享的一段在药房遇见心绞痛
患者下车买药自救的场面。“这是
我素材积累的一个途径。”他说，在
特定场合，他会不自觉地观察人，

“听人说话、看人做事，当然可能有
些冒犯。我妻子一直说我是个‘爱
管闲事’的人。”这却是他认为的文
学创作的真谛，“文学创作是一条
探索之路，有限的生命体验蕴含着
无限的可能性”。（晚报记者 何白）

携手文化场馆
打造立体文艺空间

文艺院团
“走出”剧场

本报讯 仲夏“炙烤”之时，“西
水市集”送来一剂“凉方”，将自由
的市井清风吹进了无锡博物院。8
月2日-4日，“西水市集”开启日夜
欢乐场，曲艺沙龙、沉浸演艺、民谣
乐队、复古快闪等精彩节目在无锡
博物院轮番上演。

漫才《锡游记》带大家泛舟太
湖，漫步惠山，遇见无锡的夏日美
好；舞蹈《锦绣芳华》虚实结合，情
景交融，用婉约娴雅的肢体语言，
让观众在翩然舞姿之中感受到江
南绣女的精湛技艺；充满活力的
民乐合奏《阳光彩虹小白马》让全
场气氛嗨至顶点……充满活力的
年轻舞台艺术工作者巧妙地将现
代流行元素与传统文化特色交织
融合，在保留古典艺术深邃底蕴的
同时，又注入了当代潮流的活力与
创意。

“文物与艺术表演相得益彰，
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示模
式。作为观众，我们有了更加生
动、立体的文化感受，对这座城市
的文化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跟着旋律轻轻摇摆，市民许先生沉
浸其中。

“演出当中，多个节目巧妙地
将传统韵味与时尚潮流相融合，
展现了无锡原创文艺作品的无限
活力。”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演出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创
新转化与发展中的硕果，无锡市
文艺院团的后起新秀以饱满的艺
术热情、融合的创新动力和奔放
的艺术表现力，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我市文艺精品的进步与创新之
路。

同样是在这个暑假，星穹之
下，图书馆内，琵琶铮铮，笛声悠
扬，丝竹与管弦珠联璧合，引领大
家“步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
秀美江南。在民歌小调《无锡景》
抒情优美的旋律中，读者们沉醉
于乐曲动人的诉说，仿佛穿梭于
水乡泽国的大街小巷，沉浸式体
验江南丝竹的文化内涵。这场无
锡市图书馆携手无锡民族乐团带
来的星空音乐汇民乐专场，用书
香和音律引领大家畅享不一样的
艺术世界，感受音乐与文化的浪
漫邂逅。

在这个追求文化创新与深度
体验的时代，市文艺院团纷纷打破
传统界限，不再囿于小剧场的方寸
之间，而是携手博物院、图书馆等
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共同打造了一
系列集艺术表演、历史探索、知识
阅读于一体的立体式文艺空间，为
市民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
享受。 （陈钰洁）

弃学、打工、经商、再觅工作……黄小龙成年伊始，人生就经历过幅度不小的起落，忙忙碌碌的生活，没

有湮灭他对文学的执着。2003年他用“抛硬币”的方式随缘落脚无锡。

少年时的黄小龙体弱多病、不
爱说话，把周记、日记视为一抒心
语的途径。老师批评说“写得糟
糕”“在李渔的故乡竟然写不好东
西”，激起了他的倔强。他当然知
道清代文豪李渔乃家乡名人，父
亲曾带着他瞻仰李渔雕像，在他
心底奠定了文学的伟岸印象。“我
不服气，一方面各类书籍和文章
读读读，甚至哲学书也拿来‘啃’；
另一方面坚持最笨的办法，写写

写……”原本他是渴望被人关注、
被人接纳而写作，不知不觉内化
出了习惯。

至今黄小龙还记得中学语文
老师王犁刚，兰溪曾有过的文学报
《芥子园》和笔名“阳台”的编辑。
他从他们那里得到文学滋养、温暖
鼓励，发表作品、作品获奖、收到稿
费，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写作：“文
学不再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一种
生活态度，渗透到我人生的方方面

面。它像是一种顽症，不写会难
过、会失眠，我无法解释这个现
象。”

黄小龙学业未竟就南下深圳
闯荡，当过工人、跟单员，又去上海
浦东跟着同乡学做生意，再后来自
创品牌，不久因内部纠纷无奈离沪
到江苏……从李渔家乡走出的那
颗“芥子”无法接受长期浸淫在商
战场上，“2019年我回归了朝九晚
五的普通工作、简单生活”。

在无锡幸遇许多文学前辈和良师

“把江苏省地图摊开，我朝上
丢了个硬币，它落指在无锡，所以
我背着牛仔袋单枪匹马来了，身上
仅1000元现金。”那时为生活奔波
的黄小龙不知道选择无锡会是什
么结果，“现在想想，包里装的还有
梦想、事业、爱情、文学。”他形容来
锡前后的差别：单身过活时，写作
像老友紧紧跟随；遇到人生伴侣、
事业有起色时，文学让出了主位；
微博、公众号、简书、朋友圈出现

后，内心文学之“痒”被撩拨而重新
写作，“那个文学青年又回来了”。

又是一番写写写，黄小龙“被
看见了”。“在无锡，我有幸遇到许
多文学前辈和良师，周国忠先生、
黑陶老师、‘大师兄’陈皓，在他们
身上我看到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情。他们的文学情结感染了我，
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散文集
《表情》出版圆了他的出书梦，书
中收录他青少年时期的部分作

品，既是个人成长记录，也有对青
春、故乡、生命的回望和思索。《表
情》首版反响不错，次年加印一
次，并获得2019-2020太湖文学
奖提名奖。

黄小龙也感叹时空不同、心境
迥异，文学其实是写自己、求知音：

“我的孩子在我背井离乡的年龄回
到兰溪，他无法理解我心里的乡
愁。这很‘文学’，也是一件略带伤
感的事情。”

用有限生命体验去书写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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