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信到书院，欲霁还晴

早。熏香、水墨、琴韵、篆印

……古典美感熠熠生辉。

4月23日的任重中庭热闹

非凡，2024年书院传统文化月

系列活动之“风雅集市”在此举

办。14个摊位展示特色各异、

精心准备的传统文化活动。

此次风雅集市活动由任

重、志德、腾飞、克卿、希德五

个书院举办，也有各类社团和

院系参与，构成了一幅充实而

丰盈的中华传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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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畅谈《千里江山图》，改编话剧上演
———— 核心阅读 ————

1933年，茅盾在上海出版长

篇小说《子夜》，而《千里江山图》

的 故 事 也 发 生 在 那 一 年 的 上

海。90 年后，2023 年 8 月 11 日，

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荣获第

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上海这座城

市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纽带，交

织时空的回响。

复旦第十二届读书节主题

是“阅读上海”。4月23日下午，

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孙甘露来校

作“文学中的上海”主旨演讲。

同日下午，根据小说《千里江山

图》改编、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张瑞涵、马伊琍、韩秀一、冯晖、

杜若溪等主演的话剧在相辉堂

北堂上演，座无虚席。

“写小说好比‘纸上谈兵’。

要把它演出来需要真实鲜活的

人，有心跳、有血压、有气息。书

是一种媒介、以文字为载体，而

在剧场里观众看到的、感受到

的，完全不一样。我曾看过这部

话剧的首演，演得很好。”孙甘露

在接受校融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对话师生，讲述文
学与人生

《千里江山图》围绕战斗在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和一个即

将启动的名为“千里江山图”的

秘密行动而展开。从上世纪三

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

大的历史事件，以党中央从上海

转移到瑞金为背景，融入革命、

谍战、理想、情感等元素，描摹出

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群像，记录

了陈千里等人惊心动魄的地下

斗争。

该书涉及的历史是来自个

人想象还是史实考察？孙甘露

坦言，作家写作有不同的方法，

但该书涉及到中共党史的历史

题材，在材料的考据上慎之又

慎。“不过小说创作不是一个材

料的竞赛，它兼有想象和历史材

料。有时候想象所抵达的真实，

比材料更加真实。”

孙甘露认为，文学创作提供

了一个空间，他遵循“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原则，在重大的历

史事实方面避免虚构、尊重史

实，而在小细节上适当地虚构，

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此，他做

了很多的采访和资料准备。小

说写作历时一年多，但实际准备

的时间更长。

坐在孙甘露身边的，是中文

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宏

图。他和孙甘露是多年老友，曾

第一时间参加了《千里江山图》

研讨会。“孙老师 80 年代创作了

很有‘先锋特色’的小说，在某些

程度上，早期的作品更多像诗，

就像带有非常强烈的梦幻色彩

的诗；《千里江山图》是红色作

品，同时又是一部叙事作品。”

《千里江山图》已被改编为

话剧、评弹、广播剧、剧本杀等艺

术形式，还将被改编为电视剧、

电影等。孙甘露认为，不同的艺

术形式各擅胜场。他没有参与

任何一个版本的改编，因为想交

给专业的人们去做。

话剧采用叙事体的形式。

相辉堂里，伴随着话剧《千里江

山图》大幕拉开，师生仿佛重回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沉浸式

感受那些隐姓埋名、在黑暗中点

燃火炬的英雄故事。

“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

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

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

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

人的星辰。”话剧结尾，演员们在

星空背景中交替朗诵原著小说

中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个

关于理想、关于信仰、关于牺牲

的故事让师生泪目，相辉堂响起

经久不息的掌声。

一位 MFA 创意写作专业的

女同学请教“如何提升写作者的

自觉或自信”，孙甘露回答：“写

作是伴随着你的成长而来的，不

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

点。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实际

上就是你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在虚构与真实之间
的上海记忆

作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

第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

作家，孙甘露分享创作与阅读的

心得感悟：“上海毫无疑问是上

海作家最重要的一个描写对象，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

社、邮政大楼、大光明大戏院、肇

嘉浜、朱家角镇……孙甘露在书

中勾勒出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

城市记忆，来源于自身生活经

验、档案资料考察与历史专家采

访等方面。“我出生在上海，在上

海生活了 60 多年。书里写到的

这些地点，对我来说是很多年里

每天路过的地方，非常熟悉。”

十八万字的《千里江山图》

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但孙甘露

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因

为这个故事题材，以及时间推进

的制约，无法在正面完全展开爱

情的铺陈描写。”

书中从未出现过“爱情”，

爱情却在这个关于信仰的故事

里得到升华。“我们挚爱的只

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

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

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

地方。”读者看到最后，只看到

为 千 里 江 山 奋 不 顾 身 的 年 轻

人。文艺批评家毛尖感慨，“这

真是孙甘露写得最好的一封情

书。他不仅自己版本升级了，

也让这个时代的爱情版本升级

了。”

写作关乎内心，阅
读让人与人贴近

年轻时是邮递员，走遍上海

的大街小巷，孙甘露认为成为作

家与曾经的职业之间没有必然

联系。“写作是相当内心化的，不

同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

他所感受到的、他所领会的完全

不同。”比如一个常年居住在上

海的人，未必会注意到上海一年

四季的气候变化，每一个不同季

节下雨，雨水老建筑上渐渐收干

的那种感觉。“写作的人关心的

就是这个东西，把气候变化、日

光风雨带给人的感受特质抓住，

如果没有的话，那上海对你来说

也就是一张嘴里面的一口牙。”

孙甘露在写作过程中保持

着一种松弛的状态，“先锋派”的

归类、外界评价、获奖与否，于他

都是过眼云烟，“写作就是你对

这个事情有兴趣，去研究它，然

后来表现它，这个过程就蛮愉悦

的。”他不设定写作计划，近期在

广泛阅读材料，“看材料以后就

沉迷在材料中，觉得材料比这些

虚构的小说有意思多了。”

对于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

业和课程，孙甘露认可其在广义

上对写作能力的一种训练，“创

意写作只是引导的方式，写作确

实也需要一点训练，但是也需要

一点点天赋，在我看来还需要一

点点运气。”

在当今阅读电子化、购书便

利的时代，孙甘露认为办书展、

读书会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传播方式在变化，这个商业的

模式在变化，有一条是永远都不

会变的，就是人跟人要见面的。

作家处理的，无非也就是人跟人

的关系。”

他策划“思南读书会”，每周

六固定举办，已坚持 10 年，办了

450 多期，为大众搭建公益的阅

读与分享平台。复旦很多学者

积极参与其中，如陈尚君、陈引

驰、郜元宝、汪涌豪、张怡微等。

采访结束，他寄语学子：“静

心读书”。那是一位作家，也是

一位老师对学子的期待。

本报记者：胡慧中

图片新闻·邂逅传统文化之美
2024“云声不知处”毕业歌会

4月26日在相辉堂草坪上拉开帷

幕。

这是一场专属于毕业生的

音乐会，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青

春的记忆，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

毕业的心语。从初入校园的懵

懂与好奇，到如今的成熟与自

信，唱响的不仅是旋律，更是学

子数年来的蜕变与成长。

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熟悉的

旋律开始缓缓流淌，将学子带回

那些

与书为伴、与友同行的日

子。操场上肆意奔跑的青春背

影，图书馆沉浸阅读的惬意午

后，宿舍里洋溢的欢声笑语，三

教久留的暗语，都在歌声中一一

重现。毕业生们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校园时光的珍惜与感

激。

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一起

感受的美好，都在乐声中得到最

好的诠释。观众们纷纷被歌声

牵引，闭目聆听、轻轻跟唱，走进

充满回忆与感动的乐之城。

来源:校团委

毕业歌会开启报名毕业歌会开启报名

为迎接联合国第15个国际中

文日，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围绕“中

文：架起文明互鉴桥梁”的主题，于

4月18日组织题为“珐琅与中西文

化交流 海派非遗手工艺体验”的

“中华文化小讲堂”活动。

活动现场，本科通识选修课

“近代上海与中西文化交流”主

讲教师、学院中国语言所副所长

宋桔副教授和上海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美育天使”团队外聘讲

师姜思宇协作，带领30余位中外

学生体验历史悠久的海派非遗

手工艺文化，并现场制作了一枚

属于自己的掐丝珐琅杯垫。

宋桔从“什么是珐琅”这个

问题切入，利用图片、视频等资

料介绍了珐琅材料及技艺于 13

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

进而展示了明朝“景泰”年间珐

琅工艺吸收中国传统纹样、结合

东方艺术表现形式形成的铜胎

掐丝珐琅器——“景泰蓝”。同

时介绍了徐家汇土山湾开创的

近代上海工艺美术职业教育、上

海优秀历史建筑中“手绘珐琅釉

面砖”。

随后，姜思宇讲解掐丝珐琅

杯垫的具体制作步骤。展示如

何利用釉料、勾线笔、牙签、填釉

铲等一系列工具进行制作的步

骤与技术要领。

来源：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体验海派非遗掐丝珐琅手工艺体验海派非遗掐丝珐琅手工艺

■讲座和话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