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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读书“冲动型”创作

本期访谈作家 朱璟秋
199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江苏省

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艺术家协
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茶洲记》《乱
世辛夷》《秦淮歌飞》等，共计百万
字。《茶洲记》入选无锡市文化艺术立
项扶持项目。

从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的少女，到
以茶写史的青年作家，她深耕“历史+
地域”的创作路径，并践行着“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写万言文”的目标。朱
璟秋用文字回望历史，关注现实，搭
建起一座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近日，无锡城区的
市民们或许已注意到一
个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变
化：手机状态栏的“5G”
标识旁悄然新增了“A”
字样。这一变化背后，

是 5G- Advanced（简
称 5G-A）新一代移动
通信技术正以超预期的
速度推进商用进程，掀
起一场移动通信技术的
革新风暴。

朱璟秋：以史为镜，书写江南风华

小说《茶洲记》大致叙写
的是民国17年至民国21年
（1928年—1932年）间的故
事，人物命运与阳羡茶产业
的浮沉紧密交织，在具体而
生动的细节中展开历史的叙
述，既写茶，亦写人，更写一
个民族的挣扎与觉醒。而此
前出版的《秦淮歌飞》《乱世
辛夷》等作品，也都是以严谨
的历史脉络为架构叙写故
事。

朱璟秋说：“对于长篇小
说写作，我倾向于以历史为
背景，将历史风云揉入人物
命运进行二次创作。”为了还
原历史风貌，朱璟秋研读了
大量史料，也实地走访了茶
山、古街等地，“小说情节虽
是虚构的，但背景必须真

实。”在朱璟秋看来，小说不
仅是故事，更是一面镜子。
她希望通过作品唤起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历史总在
循环，而文学的任务是揭示
规律，传递希望。”

严谨的历史知识架构，
离不开海量的阅读，朱璟秋
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写万言
文”。除了写作，她还研习茶
文化、中国画与陶刻艺术。
在她看来，艺术是相通的：

“烹茶的手法、绘画的留白、
陶刻的刀法，都在教我如何
节制地表达。”这种“跨界”，
也在不断滋养她的文学语
言。

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风
格以及心得体会，朱璟秋表

示：“现在谈代表作为时过早，
过去发表、出版的作品只代表
那个时间段的水准。历史是
镜子，能照见当下。而江南的
地缘基因，值得用一生去书
写。”她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住
这份赤忱，勤勉创作。下一部
作品，仍在酝酿，但朱璟秋已
经“看到了”主人公生活的地
点——在太湖边。

（晚报记者 李昕昕/文
李霖/摄）

2022 年出版的《茶洲
记》，是朱璟秋创作生涯中的
重要里程碑。作为首部以阳
羡茶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这
部以民国阳羡茶为载体的
作品，不仅讲述了一段茶叶
世家的兴衰史，更勾勒出动
荡年代下江南的市井百态与
家国情怀。

朱璟秋出生在宜兴，
“阳羡茶”似乎与她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结，她对本土文
化有着近乎执着的热爱。

“第一次喝阳羡茶是在小学
六年级的寒假。那时对《红
楼梦》中妙玉烹茶之法便心
向往之。”她回忆道，“当时
品尝的茶品就是‘阳羡雪
芽’，中国茶、宜兴茶，成了
我感兴趣的话题。”《茶洲
记》里，茶洲主要指的就是
家乡宜兴，从一叶茶开始，
东坡书院、蛟桥、铜官山等
宜兴地标跃然纸上，采茶、
制陶、赏兰、听戏等江南风
俗也被细腻刻画。

她将宜兴的“四大名
片”——茶、陶、竹、洞巧妙融
入叙事，甚至方言、中医、诗
词等元素也信手拈来。朱璟
秋说，想让读者“身临其境”，
感受真实的阳羡，“在一抔茶
里，可以看到我们东方人对
万物生发的美学崇拜。一山
一茶，百山百味，中国的茶文
化需要被更多人看见。”她希
望读者不仅为故事动容，更
能从中思考传统文化的传
承。

小学五年级时，一本《红
楼梦》为朱璟秋打开了文学
世界的大门。少年时期的她
完全沉浸于大观园的华美与
悲欢离合之中。“那时常常在
字里行间徘徊，仿佛自己也
成了书中人。”回忆起初遇
《红楼梦》的情景，朱璟秋眼
中仍闪烁着光芒。正是这份
沉浸，让文学的种子悄然生
根。

小学三年级起，朱璟秋
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习作。

五年级时，她首次尝试创作
小说，并在各级作文大赛中
崭露头角。初中时，她在校
刊开设“璟秋品红楼”专栏，
以独特的视角解读经典。
2012 年，年仅 19岁的她出
版了首部长篇历史言情小
说《秦淮歌飞》，随后又推出
《乱世辛夷》等历史小说作
品。忆及早期的创作情景，
朱璟秋还历历在目：“酝酿
第一部长篇时，大概是 17
岁，时常是半夜灵光一现。

为了不打扰室友，只能在黑
暗中记录，第二天再整理成
文。”

朱璟秋的文学情结，源
于内心强烈的表达欲与对
文字天然的亲近感。“我的
文学情结，更像是内心无意
识的冲动。”她说，自己的写
作节奏比较快，经常不知不
觉就完成了创作，但会反
复修改，“文字需要反复揉
捻，才能够让读者沉浸其
中。”

无锡移动加速5G-A商用落地

引领移动通信新变革

《茶洲记》：一抔茶里的家国与烟火

勤勉创作 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

无锡移动积极响应
技术发展趋势，自2024
年四季度起便开启了
5G-A 基站的部署工
作。按照“先试点、后推
广”的策略，无锡移动首
先在热点区域进行试点
建设。清名桥的10个微
站、江南大学的12个宏
站率先完成了全量升级
改造，成功实现了小范围
的5G-A连片覆盖。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无锡移动迅速推进
规模推广应用。截至目
前，无锡已开通5G-A
基站1220座，核心城区

的中山路商圈、南长街、
惠山古镇、江南大学等
周边热点区域均已完成
5G-A 网络的全面部
署。这些区域的居民和
企业已经能够率先体验
到5G-A带来的便捷与
高效。

无锡移动将继续加
大 5G-A 网络建设力
度，不断拓展网络覆盖
范围，深化与各行业的
合作，探索更多5G-A
应用场景，为无锡的数
字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张玲珠 刘超）

作为5G技术的增
强版本，5G-A被业界
形象地称为“5.5G”。实
测数据最能体现5G-A
的强大实力。其网络下
行峰值速率一举突破
3Gbps大关，对于普通
用户而言，下载一部4K
超清影片的时间将从原
本的分钟级大幅压缩至
秒级。

网络时延的突破性
进展更是5G-A的一大
亮点。5G-A将端到端

时延压缩至5毫秒以内，
这一技术突破为众多行
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在远程医疗领
域，毫秒级的时延使得
远程医疗手术的器械响
应速度达到新高度，为
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了
更坚实的保障；在智能
制造领域，工业机器人
集群能够凭借毫秒级时
延将协同作业误差控制
在微秒级别，大大提高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技术飞跃：“5.5G”开启通信新纪元

部署推进：无锡移动打造5G-A示范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