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脉之根，在于人民。今天，名
家、素人与“夜光杯”的编辑在北京齐
聚一堂，召开“‘夜光杯’读者作者编者
座谈会”，对“夜光杯”副刊的传承与发
展展开座谈，并一同见证“夜光杯”新
书《自有夜珠来：〈夜光杯〉美文征集佳
作选粹》的发布。上海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赵嘉鸣，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

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
创刊于1946年5月1日的“夜光

杯”，将于今年迎来79岁的生日。91岁
的人民艺术家、“夜光杯”作者王蒙先生
特地为座谈会录制了祝贺视频，他说：
“‘夜光杯’非常纯真、诚恳，同时有民间
性，和实际生活、老百姓打成一片。还

有健康、和善和友爱的精神，使人读了
有幸福感、轻松感。”
著名作家谢冕、丁振海、张宝林、叶

稚珊、梁晓声、吴霜、郭运德、吉狄马加、
李泓冰、梁鸿鹰、刘汉俊、徐可、陈仓、乔
叶、李晓东、陈佳勇、甫跃辉以及入选百
篇优秀作品的“夜光杯”作者代表张艳、
张志豪等参加了座谈会。

“夜光杯”副刊作为中国历史最悠
久的报纸副刊之一，以文学为锚，既记
录着上海的腔调与温度，也映照着中国
社会的精神图谱，它证明了真正的文化
品牌无需刻意标榜先锋，只需扎根生
活、敬畏文字，便能超越媒介载体的局
限，在代际传承中永葆青春。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融合每一代人的记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诉说。人民艺术家王

蒙已经给“夜光杯”写了30多年稿子，前后发
表了210多篇文章。连续18年，每年的年末，
王蒙都在“夜光杯”发表年终盘点，他几乎所有
的旧体诗都投给了“夜光杯”。91岁的王蒙先
生特地为座谈会录制了祝贺视频。
来到座谈会现场年纪最长的嘉宾是93岁

的文学评论家、诗人、作家谢冕。谢冕自称是
“夜光杯”的老朋友。“我给‘夜光杯’写稿几十
年了。一开始是编辑约，我就写；后来编辑不
约，我也写。”谢老说笑，这段写作经历是他的
美好记忆，“新民晚报就是亲民晚报，‘夜光杯’
一定会越办越好。”

80岁的丁振海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
誉会长。他关注“夜光杯”的发展：“在互联网、
AI和眼花缭乱的融媒体时代，‘夜光杯’始终坚
持内容为王的宗旨没有变，其内容丰富多彩、
美不胜收。倡导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使其立
于不败之地。”
茅奖获得者梁晓声75岁了，从《雪城》到

《人世间》，时代变迁，他始终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梁老一直记得自己的知
青岁月，“那时候从上海知青那里知道的，一是
上海的弄堂，二是麦乳精，三是上海的新民晚
报，我也由此知道了‘夜光杯’”。梁晓声坚持
为“夜光杯”写作。他深情寄语：“希望‘夜光
杯’更接近民间，接近市民生活，成为大家的阅
读朋友。”

76岁的作家叶稚珊及其先生徐城北都是
“夜光杯”多年的老作者，她生长于北京，对上
海却有独一份的亲厚。“去上海，怎么也去不
够。”她1987年第一次来上海采访，便与新民

晚报结缘。之前《繁花》风靡全国，叶老也看得
仔细，“我上海话都能听懂，但却讲不来。《繁
花》带起了我的上海回忆，我一直都记得以前
每次去上海都要买羊绒衫”。“夜光杯”也与上
海一样，时常是叶稚珊的牵念。“这里有普通老
百姓的油盐酱醋，也有分量很重的作品。”“大
家之气”与小家烟火，“夜光杯”两翼齐飞。叶
老爱琢磨。她看《玫瑰的故事》，“北京到底有
谁在？”成了一个梗。叶老说她常常问自己：
“我这么喜欢上海，上海到底有谁在？”她自然
能说得通：上海有新民晚报在，上海有“夜光
杯”在。
纸香墨飞，一路走来，“夜光杯”与人共情，

融合每一代人的记录。

荣耀每一路人的远方
独行快，众行远，传承中有坚守，坚守中有

创新，一代又一代人在文学的路上完成接力，
路，也越走越宽。
对陈佳勇来说，文学曾是他的远方。这个

当年读着晚报慢慢长大、初一开始就梦想自己
的“豆腐干”能在晚报上发表的小孩，后来成了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
去北大学了中文，虽兜兜转转多有涉猎，却都
与文字和文化脱不了干系。如愿，他成了晚报
的作者。“我觉得‘夜光杯’就是热爱文学、热爱
生活的人群的美好家园。”不经意地，“夜光杯”
将一颗文学的种子埋入孩童的心里。它生根，
它成长，它塑造人。
座谈会的现场，陈佳勇遇到了一个“粉

丝”、比他小3岁的作家甫跃辉。陈佳勇在“新
概念”大出风头的时候，甫跃辉还在家乡云南
施甸。那里没有《萌芽》杂志，但甫跃辉到底是
寻到了一份获奖作品集锦。甫跃辉记住了陈

佳勇。也因此，当今日陈佳勇真的站在他面前
时，这两个都已经年过四十的男人，很自然地
有了情感的连接。远方，已不再远。这些年
来，笔下流淌过的文字，终于一个挨着一个，挤
凑成嫁接的桥梁，一头是理想，一头是彼岸。
陈佳勇没有停止写作，艺可通心。甫跃辉

居上海，专写作，文可化人。他们，都以此为荣
耀。这两个同路人，以及千千万万更多的文学
同路人，都证明了，路线或各有曲直，但文学可
以把更多的年轻人团结起来，为他们的成长指
明方向。“夜光杯”盛满的光与热，不仅是生活的
光与热，还是能够引领人、感化人的理想之光。

容下每一个人的史诗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书写，每一个人，都是

一部时代的史诗。“夜光杯”，凡人写，写凡人。
座谈会上，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夜光杯”

第一次，“不拘一格”的容人之量是他们不约而
同的表达。上海世博会之前，陈仓投稿相关主
题的征文，一举拿下头奖。自此，“夜光杯”伸
来橄榄枝，他开始了自己闪闪发光的写作。“晚
报，尤其是晚报上的‘夜光杯’，早已成为我们
家庭生活的日常标配。”每日，一杯清茶、一副
眼镜、一张报纸，细细地读，慢慢地品。陈仓一
家的寻常，也是许许多多家庭的寻常。这哪里
只是文字，尘世千面、众生百态，这分明就是热
气腾腾的生活。
从哪里来？这不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

能在“夜光杯”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21岁的
马来西亚留学生张志豪是座谈会上最年轻的
一个。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二的他，去年参
加“夜光杯”市民读书会进川北社区——“今天
我们读鲁迅”的活动，深有感触。张志豪的作
品也在去年3月开启的“夜光杯”美文征集活
动中脱颖而出。“后来我还参加了‘夜光杯·左
联·青年写作计划’。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在大家都说文科不再热门的当下，‘夜光
杯’让我敢去写作。”与许多“夜光杯”的作者一
般，张志豪也是“夜光杯”的读者。“‘夜光杯’是
多元的，这里不仅有百姓的故事，也是高尚的
文学。”
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就像座谈会上代表

普通写作者发言的张艳所说：感谢“夜光杯”不
薄新人，让一个普通写作者的内心独白有了倾
诉的窗口。以文学为锚，“夜光杯”表达着个人
的奋斗与幸福，一个又一个人叠加光与热，一
同绘成中国社会的精神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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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春日，我们因文学“碰杯”
“夜光杯”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上午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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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好日子。
上午，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春

芳里的欢聚一堂。名家、素人与“夜
光杯”的编辑坐到了一起。超越代
际，五光十色的思想，汇成和风细雨
的润泽。此地相逢，饶是适宜。在
这座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学博
物馆里，“夜光杯”读者作者编者座
谈会擦亮了这樽近80岁的“杯盏”：
坚持与时代共鸣，坚持与人民共性，
坚持与城市共荣，坚持与潮流共舞。

以文会友，载道化人，文学，定
能哺育心灵！

本报记者 刘芳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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