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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玲

4 月 23 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
邵阳学院主办的文学讲座在邵阳学
院李子园校区星光剧院开讲，著名学
者、作家、文学批评家彭学明受邀担
任主讲人，为邵阳学院文学院广大师
生和我市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探
究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之旅。

彭学明是湖南湘西人，现任中国
作协创联部主任，多次担任茅盾文学
奖评委和鲁迅文学奖评委。主要代表
作有长篇纪实散文《娘》、长篇小说

《爹》及散文集《我的湘西》《祖先歌
舞》等，多篇作品进入大中小学语文
教材，曾多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国家级政府文学大奖。

彭学明以《新时代文学创作》为
题，结合自己多年文学创作、阅读和研
究实践，回顾了他的生活点滴和创作
历程，分享了文学创作故事和背后的
人生感悟，讲述了他对新时代文学创
作的思考与理解。他说，作家写作要学
会过滤提炼生活，人物描写要寄托作
者的感情，表达世俗味、烟火味、人情
味，作品应闪现人性、人道、人情的光
辉，让读者在作品中获得温暖的力量。
彭学明认为，真情产生感动，真诚产生
高贵，真实产生力量，真理产生伟大，

文学创作要真实抒写、真情表达，作品
才能以情动人，才能感动读者。

讲座中，彭学明深情朗读了他的
长篇纪实散文《娘》和长篇小说新作

《爹》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娘》立体呈
现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生
动阐释了什么是“娘”、什么是“孝”、
什么是文学形象的魅力与艺术感染
力。《爹》不仅是一部关于家族的衍变
之书，重释了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和
家国情怀中的重要意义，更是一部宏

阔的湘西父辈史诗，是献给湘西父辈
的生命长歌，是铭刻湘西大地的百年
史记，更是中华民族的宏阔画卷、生
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优美的语言、精
彩的故事、深刻的人生体会，引起了
广大听众强烈的共鸣，现场不时响起
阵阵热烈的掌声。

讲座结束以后，参加听课的许多
读者和学生都不愿离去，纷纷要求彭
学明老师签名，彭学明逐一为大家签
名，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畅谈创作心得 分享创作故事
作家彭学明与邵阳学院学子、我市文学爱好者共话新时代文学创作

王圣志 邱冰清

周末，位于苏州古城的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一片热闹。许多游客直
奔大儒巷38号，只为体验桃花坞木
版年画这一非遗技艺。

颜料均匀平刷在雕版上，再套
印在画稿上……热门年画《一团和
气》跃然纸上。“年画配色好看，寓意
也好，更重要的是参与体验可以加
深孩子对非遗项目的认识和对传统
文化的了解。”来自浙江的游客张女
士说。

印一幅年画，看一次非遗特展，
选一件非遗文创，喝一杯“一团和
气”特饮……经过修缮的大儒巷38
号，如今已成为备受人们喜爱的特
色文化空间。

距离大儒巷不远的钮家巷是年
近六旬的社区居民姚志俭的家。早
上 8 点多，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还没
有迎来很多游客，吴侬软语的交谈声伴着花香，在
街巷缓缓铺展开。姚志俭出门了，她要赶去和自己
的老姐妹们碰面。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边，街坊早已
沏好茶，悠悠然提着鸟笼和她闲聊几句；年轻的昆
曲演员在中张家巷边吊起了嗓子，清脆的唱腔为
古老的街巷增添了一抹活力。

“在这住了几十年，离不开啦。这里没有大拆
大建，原始风貌和格局保存了下来，而且街区环境
和居住条件也越来越好，让我们这些老居民感到
特别欣慰。”她说，“家在古城”是含蓄的“老苏州”
们溢于言表的骄傲与自豪。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长，苏绣、宋锦、缂
丝、苏扇等非遗匠心独具，展现了姑苏人文的原汁
原味；这里仍有1.3万名居民居住其中，是苏州古
城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古建筑老街区，是故乡人心
中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

修复城市肌理，活化文化想象。遵循“修旧如
旧，保存其真”的原则，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在保留
近8000户居民原生态生活方式的同时，完善街区
建设和公共设施，大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加快古
建老宅活化利用，当地推进“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
划”，吸引社会资本，引入产业发展新经济，盘活老
空间。

来自山东的“90后”李黎惊奇地发现，在平江
路南端的碑亭中，一幅复刻的宋代《平江图》，清晰
展示着约 800 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
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延续至今，几无二致。

“上面的大部分街巷、河道、桥梁至今都可一一对
应，拿着这份老地图，在古城区不会迷路。”他说。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全长1600多米
的平江路，基本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街坊格局。仿佛
一本线装书，记录着苏州的历史与文化。其所属的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20处，控保建筑45处及普查新发现文
物点 70 处，被称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
馆”。

几十年间，苏州已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更新
了3版，但规划框架始终得以贯彻，古城保护与更
新始终是重要内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保护理
念，为苏州留住了呈现江南水乡风貌的物理空间。

“抵达苏州的第二天恰好下起小雨，平江路
上，身着汉服的姑娘们撑起了伞。烟雨朦胧中，‘水
墨江南’有了具象呈现。”一位北方游客将春日下
江南的感受分享到朋友圈后，获得一片点赞。

夜色中的平江路，年轻人排起长队。他们在网
络上看到短视频，被温柔婉转、充满意境的苏州评
弹打动，从各地慕名而来，只为在弄堂深处听一曲
吴语《声声慢》，感受古城的韵味和魅力。

除了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漫步平江路，可以
发现这里的空间仿佛是跳跃的、交织的：许多年轻
人着汉服、梳发髻前来，网红店开在老宅中，评弹
声与吉他声遥相呼应，烟火气与文艺范相得益彰
——平江路就像苏州的“双面绣”，既传统又现代，
既古老又年轻。

粉墙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人家。在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摇一把苏扇，听一曲评弹；或泛舟河
上，或漫步街巷。何处品江南？此处“最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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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邹婧洋

本报讯 4月24日，市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市考古研究中心）在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邵阳北塔”游园
内开展一系列环境卫生清洁活动，旨
在改善邵阳北塔周边环境，助力文物
保护，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市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对北塔游
园内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打

扫，清除了院内的杂草碎石等杂物，
使得游园面貌焕然一新。园区内还
新添了垃圾分类桶，引导市民自主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倡绿色生活。
工作人员还登上北塔清扫，清理了
塔内的枯枝烂叶，并对廖耀湘公馆
内展览区域进行了大扫除。市文物
保护研究中心进一步完善了北塔游
园园区公共基础设施，重新粉刷了
卫生间墙壁，增添了一些醒目的指
示标志，并在卫生间里配备了纸巾、

湿巾、洗手液等物品，方便市民。北
塔游园园区内的园林绿化环境经过
了一番精心修整，草坪被修剪得整
整齐齐，杂草也被一一清除，整个游
园绿意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今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将常
态化、长效化开展邵阳北塔游园周边
环境整治工作，把邵阳北塔游园打造
成为环境优美、干净整洁、惠及周边
群众的民生公园、“网红”公园，让文
物“活”起来。

北 塔 游 园“ 换 装 ”升 级

4 月 26 日，一

批游客正在新宁县

黄金牧场打卡游

玩。每年春夏季节，

该牧场以其独特的

高山气候和草场资

源吸引着众多游客

前往。

朱巨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