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4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2024年2月27日 星期二
甲辰年正月十八

责 编：石 鑫
版 式：张增强

专
版

在元宵节办作家读书班，高邮已连续举办
了6期，一个县能持之以恒办读书班，扬州其他
县（市、区）肯定没有，省里其他地方也没听说
过。高邮文风甚炽，自古而然。古有秦少游，今
有汪曾祺。现在老中青三代作家像赛着似的
接二连三推出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集，文学

“邮军”力量不可小觑。难怪中国作协、省作协
把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基地放在高邮呢。

看到文学“邮军”元宵节相聚在汪曾祺
纪念馆，听讲座、议作品、论得失、叙友谊，
那种热烈的气氛会不由自主地感染你，那
些亲切的话语会感同身受地打动你。在元
宵节相聚在汪曾祺纪念馆，不仅是文学“邮
军”家庭的幸福团聚，也不仅是为了图个吉
利的刻意挑选，而是为了纪念他们心中的文
学之神——汪曾祺，因为元宵节是汪曾祺的
生日。在这一天办读书班，纪念的意义明显
大于团聚的功能。他们是准备以汪曾祺为
榜样，以文学爱好为终身追求，以创作作品
为生活增色，以传播文学为人生乐事。

办读书班不容易，办好读书班就更不简
单了。这种读书班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为
了在读书中强化政治引领，切实解决“为了谁”
的问题；不是为了做“网红”，而是为了在读书
中回应时代关切，切实解决“学什么”的问题；
不是为了图虚名，而是为了在读书中悟出创
作规律，切实解决“怎么写”的问题。读书班的
目标明确，课程选择、师资挑选、作品点评就要
精益求精。读书班的学员态度认真严谨，早
就做好了准备，将自己精心构思反复打磨的
作品汇集成册，提前发给开讲座的老师，以便
老师联系作品讲，结合实际评，删繁就简改。

来读书班作讲座的专家尽管是久经沙场
的老将，但在汪曾祺纪念馆丝毫不敢大意，他
们把万能讲稿放在一边，另砌炉灶，为文学“邮
军”开小灶，让大家听得很过瘾。记得去年读
书班是散文创作主题，无论是“鲁奖”得主王
尧、穆涛、王彬彬，还是百花出版社的总编汪惠
仁，他们讲得神采飞扬，学员听得如醉如痴。
深受感染的我也情不自禁地写下读后感，以
《王尧的散文课》发表在《扬州日报》上，后来又
投《光明日报》，编辑老师以《散文给人的温暖
与光明》为题刊发。去年拙文参评大赛，还获
得了江苏文艺评论二等奖。我讲这些好像离
题万里，似乎也有显摆之意，但我要说的是，这
些老师的讲座精彩纷呈，给人以启发，连我这
个旁听的都能有这么多收获，更遑论自始至
终参加学习讨论的学员呢。

这次讲座以小说为主题，很对文学“邮
军”的胃口，高邮作家写小说的很多，不少人
都出过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他们对生
活有感悟，创作有激情，构思有技巧，在高邮
文学圈里知名度很高。业余创作有这么高
的水平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出高邮、走向全
省，迈向全国文学的殿堂，让高邮在文学界

有一席之地，又谈何容易。当然有人会说，
我是学的玩的，犯不着大费周章，这姑且不
论。要说那些还想在小说上写出名堂的，那
可得认真对待了。文学创作不是比产量，写
多少没有用，写多少有影响力的才有用。这
其中不仅有理论根基、生活积累、写作基础，
而且更有审美趣味、题材选择、素材积累、构
思技巧、语言天赋等需要突破的瓶颈制约。

说到瓶颈制约，大多数作者在写到一定
程度后，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似乎很
难捅破这层天花板。关键问题是驱动你创
作的后续动力不足了，这就需要不断充电，
而听专家讲座就是充电的快充模式。汪政
老师从去年获“茅奖”的5部作品入手，讲清
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道理，说明生活厚积薄发
的生成机制，探讨无中生有的奇思妙想，厘
清生活文学化的路径选择，赏析诗一般语言
的思想力量。这从客观上给大家以启发，一
味埋头苦干，不掌握技巧，都只能是飞转的
陀螺，看起来飞快，实则还在原地打转，小说
创作水平难提高。只有思路清晰，掌握技
能，才能让自己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如果说这是宏观上的引导，那么其他几
位老师的讲座则从一个点或一个面去讨论
小说的写作技巧。李樯老师从毕飞宇的《青
衣》入手，与大家一起研究好小说是怎样把
故事讲好的技巧。鲜活的人物栩栩如生，精
彩的对话惟妙惟肖，微妙的心理活灵活现，
别致的细节引人入胜，矛盾的冲突拍案叫
绝，这些构成了好故事的基本要素，这些是
怎样经过作者的妙手演绎为跌宕起伏扣人
心弦的小说作品的，李樯老师抽丝剥茧，条
分缕析，也像讲故事那样吊人胃口。真可谓
故事人人会讲，各有巧妙不同。而创作最重
要的基本功，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天天
练，时时悟，长期坚持，必有长进。

陈义海老师的梭罗《瓦尔登湖》赏析别
开生面。他联系实际，将瓦尔登湖和高邮湖
相对比，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一个小得不能
再小的湖成为文学圣湖，而跨越二省四地的
高邮湖能否成为文学之湖，又如何用好作品
彰显名城之湖，让在座的学员听得心潮澎
湃，不能自已。再讲梭罗如何坦然享受寂
寞，走上朝圣之路，像过山车似的人生。这
种精神苦旅需要抵制红尘诱惑，学习各种知
识，感悟人生道理，升华思想境界，千锤百炼
意志。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了文学大师，让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地方成为文学地标，文学
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高邮作家读书班的意义，并不见得是几
个高邮作家的坐而论道，也不完全是文人指
点后的立竿见影，更多的是在于文学的普
及，文化的传承，文明的积淀，让这座文学之
城始终保持对文学的虔诚，对文学的追求，
让生活更有趣有味有意义！

元宵节里的高邮读书班
□ 金沙人

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元宵》开篇就讲：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究其原因，是这
篇文章末尾道出的：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
有店铺就“大开门”了……年，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年忙种田。在我们乡下，其实只是
“五天年”的说法，初六就有农人下地打理庄稼
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的城市也是过完
法定的节日，就要立刻扫年气，忙营生，不会把
年慢慢地过，无端地消磨光阴。元宵节已经
在五天年后十天，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上灯
圆子落灯面”，就还要再过五天结束——世上
哪里有这么安逸的好日子呢。不过汪先生写
到元宵节，也就是老家人说的“灯节”，还是讲
了一番今天看来也算是奢侈的热闹场景。大
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汪先生对元宵节有特别
的感情，因为他的生辰正是这天。所以他说自
己是沾了元宵节的光，生日总不会被忘记。

家乡高邮古城以及家乡人也是沾汪先生
光的，这束光当然是文学的光亮。高邮人说

“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完全是充满着自
豪的。他当然也当得起这样的傲娇。当年扬
州人进京汇报工作，说了种种特产和成绩，听
报告的人也是家乡人，补充说：“高邮还有个
汪曾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有三大
特产:一是秦少游,二是咸鸭蛋,我是第三。”
名人与故乡，总是有这样感情的缠绕，但汪曾
祺在作家中似乎又有特别之处。他年少出走

四十二年不回家，写的出了名声的却多是故
乡旧高邮的物事——《受戒》《大淖记事》完全
是一幅幅高邮牌的风俗画，即便是《沙家浜》
写了苏南水乡景色，却仍有他苏北老家的影
子。所以说讲到汪曾祺的文章，便要说：“怪
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高沙是高
邮的旧称，但不管是新与旧——文学、汪曾祺
以及高邮都是注定一起风流的。

六年前的元宵节期间，高邮搞了一次文
学讲座活动。起初组织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
搞成每年一度的读书班。但在元宵节期间
搞，明确是因为与汪先生的生辰有关。一个
文学家的生日，后生们搞读书班活动来纪念，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主张。当时只道是寻
常，六年下来好像一到农历的年底，作协的同
仁们就开始忙乎着开春后的高邮文学“第一
课”。就像是元宵节以及一个人的生日一样，
从来都没有被忘记，而且有越办越仔细与安
好。其间高邮创成了中国文学之乡，又被设
为江苏唯一的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所
在地。这座被文学宠爱的城市，更是有了明
确的文学标签。

汪曾祺写家乡的文字总括起来，可以说
是一部《高邮传》。所以家乡人过元宵上灯的
时候，更愿意想起这个蜚声于文学世界的游
子。在高邮元宵节也是文学节——这是一段
情缘，一种道路，也会成为一种传统。

在高邮，元宵节也是文学节
□ 周荣池

以读书的名义坐在元宵节的纪念馆，已有
六年。纪念馆是汪曾祺先生的，也是高邮的，更
是属于每一个想要阅读、期待安静的人们。

这一年，这里来来往往，有朝拜的文友，
有拍照打卡的游人，而小城人对于来的朋友
就像是自家人一样招待，这院子就是自家的
隔壁邻居，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觉得因为
跟纪念馆比邻而居，自家的房子就高贵了一
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蒲包肉和咸鸭蛋仍是
老百姓家中最简单的佐酒小菜。但是只要聊
起来，就像跟老师们介绍的，“对于爱汪曾祺
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因为，爱他，我们
从不宣之于口，我们只是一直都在。”

每次有文学大咖或老师文友来邮，都有
点绞尽脑汁想要怎么介绍高邮，怎么安排参
观路线，怎么让每天的美食不重复，中国人对
于贵宾对于朋友，永远都想把自家最好的东
西捧出来，然后还要说“今儿不得什么菜”。

所谓大道至简，来的人多了，便喜欢带着
大家走走看看，大的景点、小的街道，甚至村
道乡村，有刻意安排的，有随心所至的，时间
久了，便有种跟着远方的人看家乡的感觉，我
们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味道，有时候真会有不
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培训班的时间很短，课程很多，便想着白
天让大家以读书的名义交流学习，而珍贵夜晚
成为了此次读书班的瑰宝，经典的小食，没有酒
精后的高谈阔论，一行人从盂城东市寻找着曾
经的马蹄声向老街深处走去，大雪纷飞。

将玲儿董事长“要打伞吗？要导游吗？
下雪路滑的很……”的唠叨嘱托声抛之身后。

雪大，路滑，而这夜游，那么“孤注一掷”，
那么“热浪滚烫”，生活和文学一样，有时候需
要转弯，需要跳跃，需要义无反顾地奔跑……

巷口传来老奶奶的声音“要你早点把这
铁树包裹起来，你看，这雪有得下呢，什么暖冬，
你就欢喜看抖音瞎说。”旁边的老爷爷用一块废
旧的广告纸往铁树冠上盖，“嘶！”许是被铁树针
叶刺到了手，但老爷爷的手还是不得闲着，估计
回一句嘴，就会收获无数的责难。老奶奶和老
爷爷的头顶都白了，看不出哪是雪花哪是白发。

一行的文友中有人边笑边悄悄用手机
拍摄。

汪曾祺先生说：“我们那里的元宵是静
静的。”

此刻，南门大街，除了雪落下的声音，一
切都静静的，大家都不想讲话，似乎这雪色映
衬下的光亮，让这熟悉的老街轮廓变换了色
彩，我们似在水墨画中，又似在追随雪花的足
迹，看远方红灯笼上落下的白沙，远处的灯，
近处的我们，以读书的名义，探访属于这个城
市夜的色彩和音乐。

敲开文游台的大门，少游先生对夜访的
我们，以梅香赠予，盛开的腊梅、红梅，早就被
冰凌覆盖包裹，像是琥珀的透明晶莹，没有浓
烈的香了，只有似有似无的清雅，大家早就散
开，各自寻找那最美的花朵，同行的老师一边
呵气，一边说这样的夜晚太值得了，这样的高
邮值得用一辈子去记忆。

是的，有时候，以读书的名义泡一杯咖
啡，以读书的名义去探访老友，以读书的名义
奔跑在雨里、雪里、风里，收获的是读书之外
的意外和惊喜。

而在手机不离手的今天，我们以读书的
名义，再看这座城市，却发现，爱上它，真的是
一瞬间。

手冷，心里热乎乎的，在雪夜写下这些文
字。这次，从小城的冬天开始。

以读书的名义……
□ 徐霞

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一直延迟到元宵节
的这一天。纷纷扬扬的，像是赴了春天的一
场花季。

元宵雪夜的文游台没有灯火阑珊，却光
亮如晨曦。风流才子的雕像静静地立在那
里。当几个文学后生的脚步一踏进被雪覆
盖的院内，笑语声便落在了树上、雪地上。

沿着千年的古风和古意，拾级而上。挂
在墙上的碑文被敬仰至今，四贤的画像，立
在眼前，目光如一眼千年。忽然有个念头在
脑海里萌发，也来一次把酒临风，也来一次
作诗赋词吧。可又忽然想起那句“风流不见
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的诗句，便意识到
这冲动的想法终究是浅薄。

梅花静静地开在院子的一角，夜色

下，点点的红色覆着雪，怯怯的样子。几
个人兴趣盎然地盘坐在梅树下，齐声吟诵
起“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捧起一把
雪，孩童一般玩皮地抛向面前的人，笑声裹
在雪花里，落了一身。所有的宁静似乎融
化了，温情不冷也不热，涓涓地流淌在心
里。梅花的色与香，在这夜晚，似乎也不安
分起来。

终究是写不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的佳句。离开文游台时，落寞
便漫上了心头。其实先贤们已寂寞了千年。

裹紧了衣领，迎着寒风往回走，仿佛先
贤的目光一直在追随。便暗暗地问，风雪
夜，来此做甚？

许是寂寞了。

文游台的寂寞
□ 方墨之

风吹松柏夜清幽，把酒吟哦怀少游。
不见灯明读书处，文光璀璨已千秋。

夜登文游台怀少游
□ 黄海涛

23日上午，我市举行第六期作家“小说主题”读书班开班仪式。此次读书班也是2024年全市阅读春风行动系列讲座之一，为期两天。读书班通过邀请省内知名专家
授课、文学交流和作品研讨等形式，开阔我市作家视野，扩宽创作思路，提升全市阅读水平，推进高邮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元宵节里的读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