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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安忆长篇小
说新作。小说围绕上海
老爷叔“瑟”的式微人生
展开。他出身富门，少年
时家道中落，单身北上舞
蹈学校，吃尽大漠风沙，
世人冷面，直至中年，妻
离子散，孑然一身，两手
空空，沦落舞厅谋生……
小说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直到当下，宏
阔的时间之河，承载的是
一个个不同身世、命运的
小市民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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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木 文 |
阅读本书犹如一次

时空之旅。它不仅向你
讲述了人工智能进步的
故事，还能让你沿着那
些人工智能先驱者的脚
步，去感受他们的激情
和执着，去了解他们如
何用智慧之光，点亮通
往未知世界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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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新时代新工业诗歌的话
题，围绕《诗刊》李少君主编的《腾飞协奏
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以下简称《诗
选》）正在热烈讨论中。《诗选》收录了28
位新工业诗人的278首优秀诗歌作品，内
容从煤矿、石油、电力、铸造、水利到探月、
运输、芯片、物流、挖掘机、人工智能等，可
以说，《诗选》囊括了当下热门工业门类的
主要工种。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命名为
新工业的诗歌，首次整体上写出了工业之
美，这在新诗史上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突
破。

新时代，中国人终于圆了百年梦想，
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自然，
诗歌若仍然以农业文明之美为坐标，就
无法反映这个伟大的新工业时代，无法
真正实现新诗抒发现代人现代情感的初
衷。其实，任何事物都可以引起审美经
验，矿石、机器、螺丝这些工业物象和高
山、湖泊、麦黍一样都可以成为审美对
象。但美的事物要成为审美对象，缺少
不了审美者的情意。《诗选》中诗歌最靓
的特点，就是审美主体对日常工业生活
充满了各种情意。

对比1960年代前后李季的石油诗与
《诗选》中马行的石油诗，发现两者最大的
区别是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不同。李
季的石油诗，歌颂石油工人和石油工业，
抒发的是集体情感。客观地讲，李季的石
油诗意义比较固定，关系比较单一，因而，
读起来有生命节奏的快感但却缺少诗意
的联想。《诗选》中马行的15首石油诗却
各具特色，所呈现的经验首首不同。诗歌

《我把地质勘探队带到天山顶上》以叙事
的手法，让勘探工作象征人类对本原世界

的探索，这种中国人“天地入吾庐”式的独
特时空意识、宇宙意识提升了勘探工作的
深度和厚度。《哈浅22石油井》把坚守下
来的石油女工比作油井周边的“内含孤寂
与梦想的彩色小石头”。小石头的生命某
种程度上是永恒的，此时女工的坚守也就
有了永恒的意义。更有深意的是，诗人
温馨的诗歌《冬天，采场上的矿石》也用
石头来比喻采场上的“我”，但与马行诗
中的石头经验又完全不同，“那些碎石
子/就是盘坐在矿山的苦行僧，是我内心
的流淌小溪/除尘或净心，为我”。别具
一格地写出了采场上碎石的生命韵致，
更是以此来揭示“我”的心理变化。新奇
的比喻、丰富的联想，逼真地把一个独特
的审美经验展示给读者。其余几位诗人
同样如此，他们在雷同的题材中呈现出
审美经验的千姿百态。王二冬的诗歌以

“快递”为素材。或许只有他，把快递小
哥和快递工作上升到和星辰一样的高
度。一个能把快件写出生命韵致，把快
递小哥称作“足够伟大”的诗人，他建构
了劳动唯美的人格美学。薄暮的诗歌关
注炼钢轧钢等重工业活动，声色、性情俱
开。如《废钢》一首，以废钢为意象，象征
人生失意的无奈。薄暮把握住了普通劳
动者的深层心理，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意
义和价值。

自然社会物象、文艺作品等必须被
审美主体审视感知、体验，才能成为审美
对象，才能寄寓审美主体的思想、情感、性
格、理想等。在新工业诗之前，工业物象
一直难以真正成为审美对象。《诗选》中的
工业诗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呈现出了
丰富的工业之美。诗人宁明致敬北斗三

号、大飞机、高铁列车、水陆两栖飞机、载
人潜水器、055南昌舰等国之重器。诗人
不是简单地抒情歌颂，而是把这些国之重
器人格化，生动地传达了诗人所感悟到的
内在生命韵致。巴音博罗的诗歌试图为
矿场、钢厂的“我们”树碑立传，“我们扩充
自己，又染红自己”，因为“那无法企及的
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是黑铁！是团结、
坚硬、结实和无畏的黑铁”。汪峰的《冶
炼》《熔炉》等诗，细细体会生命本味，在凝
视冶炼、机器、铁等对象的过程中，感悟生
死。许敏的《工业舞者：机器人之歌》干脆
唱响了对机器人的赞歌。第广龙更是以
心比心，以悲悯情怀来对待可燃冰、天然
气井、超深井等。这种感性中的情感特质
和形象外观，揭示了人与世界共同的先验
的思想。李训喜抒写重大水利工程的价
值和意义，赞美数字化水利工作的便捷和
美丽。王学芯展开丰富的联想，描绘未来
工业的美好构图。罗鹿鸣写他感知中的
城市车站、机场、列车。

总之，《诗选》中的新工业诗人们成
功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理解等经验赋
予到了各类工业物象上，使得物象成了意
象，审美客体成了审美对象。回想唐人壮
写长安、洛阳、苏州等城市以及《全唐诗》
中有数千首咏物诗被称赞至今，那么今人
确实应该写好自己创造的工业化城市，歌
咏自己创造出的工业产品。一言概之，
新时代新工业诗歌在时代的呼唤下应运
而生，《诗选》唱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李少君主编《腾飞协奏曲——新时
代新工业诗选》，李少君 主编，安徽文
艺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定价：78元

新工业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
评李少君主编《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

2016 年第 9 期《人民文学》发表了
强雯的短篇小说《石燕》。小说讲述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三峡文物出土的
繁盛时期，一位叫华绵的文物收藏家的
故事。这篇小说中华绵的原型是强雯
的一位朋友，正是这位资深文物爱好
者，引领强雯走上了“访古”之路，也才
有了这部《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
志》。

文博类读物有个显著特点，那就
是写作的高门槛。为了写作本书，强
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前后
四年多时间，她利用周末或者出差间
隙，走访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遗存古
迹，近距离鉴赏历史文物，探寻、辨析
并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本书
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察报告；
另一方面，作者参考了大量文史资料，
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主要是文物的存
展部门或古迹的管理部门，这就从根
本上保证了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本书以类型分类，分为“重器与文
玩”“小城一浮梦”“受欢迎的石头”“动
物皆汹汹”“小技艺大美丽”和“天地玄
黄”六章。作者对所见之物堪称摄像
式的直观描述，加之所配实物图片，让
读者亦有“亲眼所见”之效果，仿佛置
身于现场，和文物来了一次“零距离”

接触。
但本书并不是文物与古迹的导游

图和解说词。作者对文物和古迹的描
写，没有局限于“物”本身的介绍，她
更多的是通过笔下的“物”，解读隐藏
其中的信息，钩沉出那一段尘封的岁
月，重新建构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
境况与精神图景。如作者通过重庆铜
梁博物馆珍藏的有“小兵马俑”之称的
石俑，以其主人张文锦沈氏夫妇为例，
从吃穿用行及等级规制，演绎推理了
明代官宦人家的生活日常。作者甚至
通过铜梁明代石刻中一组四人女性抬
轿俑，认为当时西南地区民风民俗较
为开化。

文物是静止的，但又是鲜活的。一
件堆塑罐，让古人的浪漫流传到了今
天。三国时期，一种专门用来存放灵魂
的器皿开始大量流行，这就是堆塑罐。
作者分别介绍了有关博物馆收藏的三
国及元代、清代等不同时期的堆塑罐。
作者写道：“人类对灵魂的爱和照顾，是
他恋，也是自恋。”古人通过堆塑罐，寄
托了灵魂的安妥。堆塑罐是古人对生
命永恒的期许，更是漫漫岁月长河中永
不熄灭的浪漫主义之火。

阅读文物是打开历史最正确的方
式之一。文物承载历史，记录文明。

对文物近距离的考察，就是对历史最
直观的打量，对文明赓续最深情的礼
赞。穿行于作者的文字丛林，我们可
以看到尊、爵、玉从皇家贵族走下神
坛，进入百姓人家。一座山花碑，写尽
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美与哀愁，却又
见证了白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汉代
青铜鼓上的雕像，说明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身处泸
州闹市的报恩塔，揭示了感恩父母、孝
行天下这一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作家强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之后的收获，它融合了考古学、历
史学、地理学和博物学等诸多知识，为
考古博物与文学书写互融和边界拓展
提供了一种新探索，更为读者提供了
了解文物、解读历史的全新视角。作
者用灵动的文字，擦拭去时间覆盖在
文物身上的锈迹与灰尘，文物之美、文
明之光得以幽微、细腻和广博地呈
现。正是这样的书写，使得《访古记：一
个人周末博物志》成为一部有内涵、有
情怀的书。

《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强
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
月出版

探询文物之美，呈现文明之光
读《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

本书是对李清照本
人及其词作的解读。全
书收录了作者26篇关于
李清照词的鉴赏文章，并
配有两篇导读，对李清照
词的作法与自我意识的
觉醒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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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展现了科
技创新少年勇攀科学高
峰的精神风貌，还从侧面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科学
家为祖国科技发展默默
奉献的精神。既彰显探
索科学的沉重和苦涩，又
闪耀着不忘初心、超越
自我的担当和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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