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有书，有梦，有夜光杯，真好！”昨

天下午，夜光杯新书《书里看书 梦里寻梦》新书

发布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这也是市民读书

会第二十八场活动。作家叶辛和表演艺术家童

自荣，作家沈嘉禄、马尚龙，与新民晚报夜光杯

的读者相聚，共话与夜光杯的缘和情。

作为中国报刊中历史最悠久的副刊，夜光

杯也是新民晚报的一个优秀品牌。6年来，夜

光杯文萃《爱夜光杯 爱读者》系列每年如约和

读者见面，《书里看书 梦里寻梦》为第六本。

纸上相逢，线上线下相见。上海

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楼大厅坐得满

满当当。有鹤发长者，有稚气孩童；

有只身前来者，有相约结伴者；有本

地的，还有来自北京、杭州等地的

……读者赵先生1961年生人，他说自

己从中学时代就看晚报，喜欢夜光

杯，夜光杯上有名家也有普通作者，

内容丰富，他尤其喜欢十日谈。等待

签名的长长的读者队伍缓缓移动。

23岁的赵冰琰买了一本夜光杯新书，

她说：“夜光杯很有名，文章很耐读，

我们年轻人也喜欢看夜光杯。”

嘉宾们认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

名，还配合地与读者合影。79岁的

童自荣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

作者，今后将继续在夜光杯上谈

心。”74岁的叶辛著作丰厚，参加过各种新书发

布活动，他表示这一次很特别。沈嘉禄戴着读

者熟悉的礼帽，笑容可掬，他说：“今天活动人

很多，开心。”马尚龙看着读者队伍，风趣地说：

“夜光杯的读者越来越年轻，颜值也高。”

因夜光杯结缘，读者、作者、编者，在书香

之中相聚，其乐融融，意犹未尽。活动结束，走

出友谊会堂，看到地面上的水，才意识到活动

期间下过大雨。雨后，一丝风凉，阳光正好。

本报记者 郭影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只能过一辈子，

我们只能用脚丈量

有限的去处，我们只

能用心获得有限的

体验，我们只能与

有限的人擦肩而过，

我们也只能收集有

限的拥抱和有限的抚

慰……但这个有限，

却是有上限的。当你

翻开了书本，抚摸着

文字，便挑高了有限

的“天花板”，伸展，

再伸展。

书展的这个周

末，上海展览中心人头

攒动，迎来热情读者。

同一空间，同一时间，

同一志趣，同一遇见，

因书而聚，去见识远

方，去探索未知，去结

交素未谋面的故旧。

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孙甘露

带着《千里江山图》来了；放下小说、

捧出诗歌的阿来来了；第二天就要

进组拍摄的电影人杜可风来了；星

二代孙庆原携父母孙道临、王文娟

的图影与故事来了……但更重要的

是，寻寻常常、普普通通读者的有序

进入。这里，珍视每一份个体的热

爱。网上发售的门票已经售罄，老

年读者可在现场购票，特别通道为

特别的你。老的、少的、上海的、周

边的，你，就是你看过的书。

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人的诉

说，于是，在上海书展，就是千千万

万，万万千千，人生气象的汇集。阅

读，成就更好的人，更好的洞见，更

好的生活，如此往复，也将架构更好

的上海——心之归处。这个周末，

书展便是这座城市的休闲首

选。书海翻飞，我心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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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孙甘露带着自己刚获

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千里

江山图》亮相上海书展，这也是本

书出版一年多以来他第一次开读

者见面会。

昨天谈及自己的作品，孙甘

露坦言，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一

部作品来得精彩。他难忘走进龙

华烈士纪念馆看到那些革命者照

片时的冲击，他们都非常年轻，大

部分人相貌堂堂，风华绝代，因为

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所以《千里江山图》并非单一

的故事，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的

回溯，对当时生活的描摹，试图找

到特殊时期的故事产生的现实基

础，考据派读者一一研究了小说

里的地点、报纸、电影，兴奋地对

孙甘露说，那一天大光明电影院

里上映的真的就是小说中提到的

这部电影。

“我去年读完小说后，立马就

将它推荐给我影视公司的朋友，”

文学爱好者包女士说，《千里江山

图》里的文字画面感很强，天生有

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基因。其实，

圈内人早已行动起来，上海评弹

团几个月前就在打磨评弹版的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前两天收

到了团长高博文发来的脚本，评

弹将小说分成了上下两部，今年

秋天将亮相上部。孙甘露很看

好，评弹用来讲上海故事是非常

恰当的，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市井

生活的描述，这是评弹最擅长的。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

心侧耳工作室制作的同名广播剧

8月15日已在喜马拉雅上线了，

制片人印海蓉带着一批新闻主播

共同参与到这部广播剧中，短短

几天已有超过32.5万次播放量。

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跟着上海人

熟悉的主播声音，踏入这幅20世

纪30年代的千里江山图，期待后

面的更新。”

孙甘露透露，明年将上线电

视剧《千里江山图》，目前已经进

入选角阶段，电影版则交由上海

电影集团，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筹备。未来几年内，读者将

不断看到由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

不同文化作品，这也是对今年上

海国际文学周主题“叙事共同体”

的一次点题。

本报记者 赵玥

“‘告诉我爱是什么？’

‘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

这是一句傻话，但聪明的父亲听懂了，他笑

了，说：‘你这个傻瓜，是泡泡都会消散。’

‘它们不断冒出来。’”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发表逾20年，

这本“茅盾文学奖”小说中对爱情感觉的描述

20多年来在读者的头脑中萦绕不去，接受本报

专访的阿来笑言：“爱情就像泡泡，让人变得轻

盈。人永远会有那种感觉。”

用小说 面对复杂
这次上海书展，浙江文艺出版社带来的《从

梭磨河出发》是阿来的诗集，据说是目前收录阿

来诗歌最全的一本诗集。但，从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写诗的阿来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诗歌

散落在图书馆的杂志里，也未可知”。

如今是四川省作协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作协副主席的阿来，年轻时是乡村中学教师，

志趣在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身边有一群同龄

的年轻教师，无一例外都在写作。一到星期六，

他们每人出几毛钱到小县城的饭馆里撮一顿，

借着酒兴朗诵小说、诗歌，然后说“看我写得怎

么样，请大家评判”，而阿来经常“口出狂言”说

“你们写得不好”，于是大家打赌“阿来能不能按

我们的方法，按自由诗的方法也写两首”。

年轻好胜的阿来，晚上回去就“把日记改写

了”两首诗《振响你心灵的翅膀》和《母亲，闪光

的雕像》。第二次喝酒时拿出去，得到一致肯

定，“确实比我们写得好，我们帮你投稿”。过了

一个多月，终于有个“录取通知书”到了，是给阿

来的。那一年，阿来23岁。

《从梭磨河出发》中收录了一首名为《三十

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的诗，阿来不断提

起，因为它标志着他在艺术上的成熟，“是我走

到一个地方所有的感应”。写完这首诗后，阿来

决定不写诗了，“当我明白诗是什么也就明白了

文学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我要找一种更复杂，

更能面对当下世界的方法”。

1994年，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敲下了

《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用读书 印证现实
波斯诗人萨迪曾说过“一个人应该活到90

岁，用30年获取知识，再用30年漫游天下，最后

30年从事创作”。阿来如此遵循着前行，只是，

漫游、获取知识、从事创作，三者交替往复。

“我的学校教育在1980年已经结束。”阿来

说，接下来的知识储备都来自自学，“我植物学

的段位很高，研究了植物学，就带出了地理学，

为了搞清楚植物的来龙去脉连带学了气象学”。

自学的途径就是读书，阿来的家堆满了书，

书像藤蔓一般从书房中长出来，长到床上、洗手

间，盘踞了半张餐桌，出差、讲学他经常随身携

带着研究书籍。采访的房间里，打开的电脑上

铺满了植物的照片。

“我一边读书，一边到现场印证。”抵达地理

上的远方，也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在上

海的早晨，他走在淮海路上，满街的树影他用植

物学的眼光来看就是“这些树的学名叫悬铃木，

家乡在英国，把它们称作法国梧桐是中国人巨

大的误会”。“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

流”，阿来背起李贺的诗来印证梧桐的来历。

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可以说是阿来写作中

一以贯之的主题。藏族相信“万物有灵”，一草

一木能寄魂，对生命本身更敬畏有加。他只为

内心写作，始终独立在流行的文学潮流和创作

方式之外，别人抛弃了故事，他却成为故事高

手，同时代的作家转向了故事，他又重回抒情传

统，“我拥有一个巨大的写作领域，这里没人书

写，在这个领域中我就是王。我把文学当作终

身事业，我基本按照自己的心愿达成了目标，这

就是世界对我最大的奖赏”。

64岁的阿来最爱的运动是行走，“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他说，谁知道往前走会遇见什么

呢？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尘埃落定》作者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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