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第713期

2024年3月29日 星期五

主编 韩 玲 编辑 张 庆
视觉 俞 洋 组版 郑淑棉

请关注太湖周刊
微信公众号

·06·

焦
点

无
锡
为
什
么
要
建

？

“能不能把中国的山
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
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
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
念？”上世纪90年代，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山
水城市构想，融合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古典园林建
筑、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的深刻思考。

而无锡，经过多年的
探索，正在实践着这样的
发展命题和路径。近日，
无锡市国土空间规划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无
锡市工商联名誉主席、高
级规划师孙志亮在以“无
锡——中国经济发达地
区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
为主题的讲座中，将无锡
建山水城市的优势和自
然禀赋娓娓道来。

“开放数字阅读平台，市图书馆此举甚好，是跟
上时代服务读者的一步。从文学阅读起步，逐渐丰
富数字阅读平台的内容，最后扩大到学术研究资料
阅读。”近日，文化学者杨大中在手机上浏览无锡市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时发现，该馆发布了一条“文坛大
师佳作回顾”的推文，点进去一看，全是历届茅盾文
学奖获奖图书，手机扫码即可在线免费阅读，令他欣
喜不已。眼下，该馆也在不断丰富数字文化供给。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
之一，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自首
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以来，已经经历了十一届，这些
获奖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对历史、社会和
人性的深刻洞察。”在市图发布的这条数字阅读推
文中，记者看到，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雪山大地》、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
角》、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第八届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等九本书都能扫码
直接阅读。“太方便了，对于文学爱好者十分友好。”
市民杨女士买了《繁花》后，一直没时间好好阅读，看
到市图的推文后，她开始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手机
上阅读。

历史主题书单、戏曲主题书单、趣味科普书
单……一本本精选的主题图书，让读者不必为看什
么而发愁，也能更好地培养起个人的阅读兴趣。“我
们经常举办数字资源专题推介、数字阅读推广等线
上线下活动，并在不断加大主题图书推荐力度，为读
者提供多维度阅读引导。”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记
者在该馆微信公众号上注意到，每个月，该馆都有不
同主题的数字阅读书单推荐。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精品图书，在市图微信公众号上还能看历史档案。
《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中，“南京卷”“无锡
卷”“常州卷”等都能在线阅读，为写作者、研究者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在线阅读，无锡市民还能网上借书。据介
绍，今年，市图将大力发展“云服务”，持续运作好网
借投递点，增设智能投递取书柜，让阅读触手可及。
前期，依托支付宝芝麻信用，市图推出了信用电子借
阅证，开启了“信用+阅读”网上借阅新模式。据悉，
眼下，市图正在推动“灵锡”APP阿福分信用免押金
在线办理图书借阅证服务，持续拓宽办证渠道，让阅
读抵达更广阔的人群。 （张月）

打开手机，扫码看书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上线了

近日，市作协网络文学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修改了分会简章，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聘任
王辉（无罪）为分会名誉会长。王晓（大雪崩）当选新
一届会长，吴颖达、张敏（刘小备）、戴佳（狐小妹）、张
春梅、王勇（西方蜘蛛）当选副会长。

全媒体时代，手机阅读爆发式增长，中国网络文
学异军突起。市作协主席黑陶表示，无锡拥有一大
批实力网络文学作家，是网络文学重镇，在省内乃至
全国都相当有影响。为满足无锡文学发展的现实需
要，以及广大网络作家的迫切愿望，2016年8月，无
锡市作协网络文学分会成立。经过多年发展，无锡
网络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数量和质量持续
攀升。此次换届大会的召开，将强化对无锡网络作
家队伍的引导团结、联络服务，提升网络文学审美价
值，鼓励网络作家书写理想，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多出精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营造生态良好的网
络空间，促进无锡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张月）

市作协网络文学分会换届

王晓当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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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城市建设正从“以人
为本”转向“人、城与自然和谐共
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指引下，无锡正秉承“山水城市”
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
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城市
风貌优良品质的新时代“美丽中
国”，实现“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
融新画卷”的美丽愿景。

无锡人会把对家乡的山、
水、湖、田、林的特殊感情和敬畏
之心，放入未来山水城市的建设
中。“无锡不仅要对接长江经济
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等国家战略，坚持以人为本，促
进老城新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
区域协调、融合发展，还要因地
制宜、努力塑造好城市特色风
貌。”孙志亮认为，无锡市区最具
山水特色的五个区域，是当下无
锡山水城市建设的重点，并将成
为持续发力的焦点：一线——古

运河江南水乡风光带(古运河旅游度假
区)、母亲河梁溪河，城市与风景区的联
系纽带；一河——城市“项链”京杭新运
河；一湖——无锡内湖蠡湖；一山——城
市家山，包括锡山、惠山、惠山古镇；一
区——环太湖旅游风景区，含太湖山水城
旅游区、马山旅游度假区、十八湾。此外，
无锡市区东有宛山荡、鹅湖、九里河、凤凰
山、吼山、斗山，北有锡澄运河、锡北运河、
阳山，南有伯渎河、望虞河、鸿山；无锡市
域内还有江阴境内的长江、白屈港、黄山、
君山；宜兴境内的东氿、西氿、团氿、云湖、
竹海、龙背山、龙池山等许多山山水水，对
这些最能体现无锡山水城市特色的地区，
也将通过强化城市设计引导，优化“天际
线”管控，提升文化内涵，来进一步体现无
锡山水特质和时代特点。

（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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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
儒家哲学的山水观把山水人格
化。山水城市理论源自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传统园林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并与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相契合，是一
种根植于中国精神的现代化城市
构想。从历史文脉传承角度来看
无锡与建设山水城市之间的关
系，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无锡建设
山水城市的禀赋。“山水赋予了无
锡人更宽广、包容的胸怀，这样的
品格在当下实现了很好的传承。”
孙志亮说，从3000多年前泰伯为
遂父心愿，破嫡长子继承制之律，
将王位让于三弟季历，表现出的
包容与豁达，到清末无锡知县廖
纶在太湖临湖峭壁上题书“包孕
吴越”和“横云”，展现出太湖的雄
伟气势和孕育吴越两地的宽阔胸
怀，再到如今整治后的蠡湖沿线
及惠山、青龙山等，成为全天候免

费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共客厅，还有随处
可见的城市游园，接纳全市、全国游客乃至
世界友人，大度、亲和、包容是山水赋予无
锡的人格魅力。

当下，无锡对于山水城市的建设与理
解，已经不只局限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而
是拓展到城市与文化、城市与艺术方面的
关系。山水城市把山水诗词、山水画和山
水园林，融入城市建设，其本身也是一种综
合艺术的思想。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座城市好？山水
城市会呈现出很多种可能性，其中非常重
要的是，有非常便利的生活、非常舒适的环
境。”在孙志亮看来，山水城市代表人与自
然、生态与人文、科学与艺术、历史与未
来、物质和精神，山水城市的思想是博大精
深的，有很强的包容性，值得长期地探索研
究。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
自己的特色，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不能丢，
意境美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比较高层次
的美的境界。山水城市应该是更高层次
的概念，必须能够展现意境之美，令居住
在此的市民和进入的游客感受到城市的
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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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山水城市，就是将现代
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中外文化相结合、城市园林
与城市森林相结合，通过“尊重
生态环境，追求山环水绕的境
界”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
林。“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
露水和有足够森林绿地、足够江
河湖面、足够自然生态”，是钱学
森对中国未来城市建设的美好
构想。建筑规划界泰斗吴良镛
认为，无锡的山水城市规划不仅
要将山、水、城、河、湖联系起来,
还要把过去流逝的历史组织进
来。

孙志亮说，在天时地利人和
皆备的今天，由钱学森首先提
出、吴良镛亲自指导完成的21世
纪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
型——山水城市已在无锡初见
端倪。“无锡构筑山水城市是一
个因地制宜、承上启下、遵循社

会发展规律的建设工程。回顾历史，展望
未来，无锡构筑山水城市的优势更加凸现，
条件更加成熟。”孙志亮细数无锡自然山水
特质：它有3000多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它
有一方山水养育的济济人才，还有数百年
园林建设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有新
世纪探索构筑山水城市的实践体会。这些
年的建设实践，体现了山水城市建设的示
范和先导作用：太湖边，一片片湿地“串珠
成链”，鸟儿们纷纷前来安营扎寨。湖鸥、
白鹭飞翔天际，连多年不见的野鸭也成群
结队在湖面上嬉戏觅食。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等头衔都是建
设山水城市的底气。而且，作为中国民族
工商业、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2023
年，无锡人均GDP达到20.63万元，连续四
年荣登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在未来最有条
件成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宜居宜业的山水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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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13日，舞剧《歌唱祖国》受邀在四川
大剧院参加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舞蹈家协会、四川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3年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
首次亮相蓉城。舞剧《歌唱祖国》从一支具有特殊意
义的笔开始，讲述王莘先生创作歌曲《歌唱祖国》的
传奇故事，让观众在富有时代气息的音乐、舞美氛围
中，感受主人公的命运起伏。在他个人经历的背后，
深藏的是个体情感向群体情感的蔓延和流淌，是每
个历经了新旧社会交替的中国人，都怀有的民族自
豪和家国情怀！

观看舞剧后，现场的观众表示很惊喜：“听过、唱
过很多遍《歌唱祖国》，今天看了演出，对这首歌有了
更多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和震撼。”

“出乎意料，完全不觉得枯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舞
剧。”“一直都在关注这部舞剧，开票后也是第一时间
抢了票。值得一看。”“很意外的轻喜剧风格，巧妙的
故事线、令人憧憬的历史情节，有机会一定会‘二
刷’。”

除了剧场演出，一场舞剧《歌唱祖国》与“国宝”
逛成都的“citywalk”燃爆了春熙路、宽窄巷子。众
多成都市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留下美好
瞬间，大家用真挚的情感向祖国深情“表白”，每个人
眼中都盛满热爱，不一样的歌声一样的感动，不一样
的表达一样的深情。 （张庆）

舞剧《歌唱祖国》
亮相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