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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文学创作的天然母题

“海洋文化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范
畴，它包括‘海里’和‘岸上’两重地理空
间。”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曹转
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里”包括海洋
动物、海洋植物以及海洋气候等自然地
理层面，“岸上”包括与海洋相关的岛屿
文化以及岸上的人类社会与之发生的
关系。

蓝色大海的传说、海市蜃楼的神
秘、追风逐浪的海上冒险、深入海底的
探秘寻宝之旅、扣人心弦的海岛奇遇，
从古至今，海洋文学令人着迷，不断丰
富着人类的精神生活。

在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看
来，自先秦以来，国人从未在探索海洋
的历史进程中停下脚步。

《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庄子·
秋水》中的“望洋兴叹”等都与海洋有着
密切联系，《史记》中所载徐福东渡的故
事更是中国古代对海洋探索的绝佳例
证。及至近世，《镜花缘》等作品引人入
胜，让人们对海洋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至今依
然激动着人们的心。进入二十世纪，郭
沫若、冰心、艾青、蔡其矫、舒婷、张炜等
著名作家也都有关于海洋的书写，其中
诸如《繁星》《春水》中的一些篇什、《立
在地球边上放号》、《致大海》、《古船》等
还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朽的名
作。

“海洋充满了生命力和能量，是相
对于内陆而言的另一个充满风情的空
间。海洋题材本身也关涉到生命、自然
与历史等诸多重要的文学主题，值得书
写与阅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
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副教授汪荣说。

进入21世纪，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
的大背景下，海洋文学的重要性愈加凸
显。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吴辰
认为，建设海洋强国需要深挖中国海洋
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海洋故事、为海洋
文化赋予时代精神，在这一时代背景
下，海洋文学成为了创作热点。

《造舟记》中，作者以一个复原古船
的故事，串起中国古代帆船的制造历
史；《深潜：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
实》讲述跨越30年中国潜水器和载人深
潜器的设计、制造、海试、科考历史，再
现了我国自主攻坚构建全海深潜技术
体系的壮阔历程……

如果不是在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内
看到邱雪纯，肯定不会想到她是一名古
籍修复师。

1997年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邱雪纯，梳着短发，清纯白
皙的脸上还有着学生的稚气，坐在古籍
修复工作台前，犹如一名在校生，与我们
想象中的古籍修复师形象相差甚远。

古籍修复师，也被称之为书籍的医
生。他们用灵巧的手，给予那些年代久
远的破损的书籍第二次生命。邱雪纯
和她的老师黄文锋共用的修复室同“手
术室”有点类似，只是少了一些高端器
械。

两张修复台，一人一张，像厨房备菜
台一样的清洗台则是两人共用。修复台
上摆着镊子、刷子、压书板、剪子等工具；
清洗台上除了有水槽外，墙壁上还挂满
了捆绑成排的毛笔刷。别小看这两张修
复台和清洗台，通过邱雪纯和黄文锋的
双手，一本本破旧古籍就是在这里焕发
新的生命。

让一本破旧不堪，甚至已经成碎片
状的古籍焕然一新，不仅考验技术，更考
验修复师的耐力。“一些古籍被酸性物质
腐蚀后，就需要将其一张张拆下来放在

水中清洗。”邱雪纯说，这些古籍的纸张
因为年代久远，本身已经很脆弱，要将纸
张小心翼翼地泡在水里，再用毛笔或者
排刷一点一点擦拭，容不得半点马虎。

除了清洗工作外，修补破碎纸张同
样需要耐心。“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拼图，
有时也会考验我的文字功底。”邱雪纯
称，将古籍拆解后，很多古籍纸张碎片有
时候是乱的，好在拆解前，已经给它们按
页拍照，拼接起来相对简单些。在将一
小张一小张碎片拼接过程中，如果文字
功底扎实，则能加速工作效率。

这只是古籍修复的两道工序而已，
一本古籍修复还要风干、装订、杀菌等多
个复杂过程。“每次接到修复任务，我同
师傅根据古籍的现状会共同商定方案。”
邱雪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一本需要
修复的古籍纸张、损坏原因及程度都不
一样，在修复前就要商定好最佳方案，才
能着手修复。

邱雪纯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有点
像是冥冥中的注定。2018年，邱雪纯的
家人带着年代久远的家谱和地契来到海
南省图书馆，找古籍修复师黄文锋进行
修复。2019年，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
了一年，邱雪纯回到家乡，成为海南省图

书馆古籍文献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随
后，在馆内一次工作调岗过程中，工作细
致耐心又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的邱雪纯，
被黄文锋“相中”，成为了他的徒弟。

收邱雪纯为徒后，作为海南省图书
馆开馆以来唯一一名修复师的黄文锋，
再也不担心自己的手艺会失传了。

近三年来，邱雪纯独立完成了《王氏
家乘第三四册》《潘秀元反亲剧本》《春秋
左传》《医林指月》等七册古籍的修复工
作。她坦言，古籍修复师需要掌握的技
艺还有很多，比如学习如何用面粉调制
无添加剂的浆糊、熟练掌握装订线装书
的技巧等。

日常的修复工作是枯燥的，但邱雪
纯在工作中找到了激情和意义，“我曾经
修复过一本破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文人手
抄笔记，过程很辛苦，但是修复过程中研
读它时，我收获满满。”邱雪纯说，这本笔
记里记录不少臣子谏言，字里行间透露
出进言之人的智慧和勇气，有的地方直
言不讳，有的地方则委婉含蓄。修复完
这本古籍后，她忽然发现自己的工作“可
以让古人智慧延续且流传更长久。”

期待邱纯雪的成长，让越来越多的
古籍在她手中再次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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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无垠的大海总
能唤起人们辽远而奇幻
的想象。

是庄子，“鹏之徙于
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
摇而上者九万里”；是高
尔基，“在乌云和大海之
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地飞翔”；是海明
威，“风吹向空寂的海面，
一个孤独的老人拖着疲
惫不堪的身子，漂泊在茫
茫的海面上，活像个大战
后的勇士”；是郭沫若，
“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
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
候，便静止着好像一张明
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
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
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
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
着在里面”……

“哲思的海”“写实的
海”“革命的海”“抒情的
海”……因海而生的海洋
文学使文学画卷变得异
彩缤纷。作为一种具有
浓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文
本，海洋文学正在凸显滨
海城市鲜明的艺术价值
和人文气质。

日前，2024第二届
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会
议在海口举行，深入探讨
海洋文学发展脉络，建构
海洋文学研究话语体系，
推动新时代海洋文学向
纵深发展。

发展海洋文学为何
如此重要？海南与海洋
文学有着怎样的联系？
如何立足海南特色，打造
海南自贸港海洋文学创
作与研究高地？

不断探索海的尽头

海洋文化有着开放、包容、自由、
进取、勇敢的内涵，借由海洋文学，能
够开拓更加宽广的精神世界。生有涯
而海无涯，海南发展海洋文学，探索永
无止境。

在人才培养上，让作家“吾心安处
是海南。”在曹转莹看来，海南海洋文
学的发展要依靠本土作家提升创作能
力，他们对于海南的海洋文化的感受
更加具有现实在地感，对于海洋的生
命体验之于文学创作的“补给”欲更加
强烈。同时，也要发挥“移民”作家的
优势，“外援”上要借助知名作家的文
本支持和学者的研究推介。

“真正实现中国海洋文学的深度
发展与繁荣，尤其需要创作观念上‘海
洋本位’思维建构，对于‘陆地观’的海
洋观念有一定的超越，从而实现对海
洋的生存哲学与海洋精神的深入思
考。”曹转莹说。

梅国云表示，海南省作家协会创
新机制，建立“名誉作家”制度，开展

“驻岛写作计划”，期待着更多作家、评
论家共同参与到海洋文学的创作与实
践之中。

在海洋文学的传播上，既要守正，
也要创新，让海洋文学入眼入心。

“时代的变化当然会改变文学的
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形态。文学面对
整个传播环境的变化，自然也要有所
改变。”汪荣表示，一方面，纸质出版的
文学作品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也依然
有自己的受众；另一方面，文学IP的影
视改编也必须提上议程。

曹转莹表示，可以利用海南近年
来发展电影产业的优势，借助影视剧
拍摄基地，引导创作更多凸显海洋文
化的剧本制作，或将典型的海洋文学
作品进行影视剧的改编，由此吸引更
多的海洋文学的读者，发挥出海洋文
学的宣传引导作用。

“文学当然还是文学，但是传播方
式上可以有很多转型，例如改编成影
视作品甚至微短剧等。”汪荣透露，林
森的《唯水年轻》已经在进行电影改
编。

大海无垠，文韵悠长。海洋文化
代表着琼岛过去的光彩与未来的风
华，海南将乘着海洋文学的船，满载文
化宝库，向深蓝前行。

琼岛之海生万象

文学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血脉
相连，海南作为中国第二大岛屿，凭海
临风，向海而兴，海洋文化早已融入海
南岛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凭借南海航道更路经（俗称更路
簿）在浩瀚如烟的大海中前行的海南
渔民；在“海上丝绸之路”奔波劳苦的
商贾水手；为了讨生活“下南洋”的琼
籍华侨；世代耕海为生的海上居民疍
家人等，以及海洋传说、海洋风光、海
洋风俗等文化……海南，一直以来都
是海洋文化“风口浪尖”上的排头兵。

多年来，围绕海南的海洋文化，不
少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海洋
文学作品。

曹转莹说，从广义上讲，海南的海
洋文学作品一方面包括海南本土作家
所创作的反映海洋的作品，另一方面也
包括古今中外有关海南海洋的作品。

如此看来，《逍遥游》写到“南溟”
即南海，也属于海南的海洋文学作
品。具体到当下，海南本土作家林森
的“心海三部曲”《海里岸上》《唯水年
轻》《心海图》，李焕才的长篇小说《岛》
与散文集《海岸的年轮》，邓西的儿童
文学“海岛三部曲”《追海》《栗树鸭的
天空》《鲸歌岛的夏天》，儿童作家赵长
发创作的海洋儿童小说系列、海洋动
物童话系列、远古海洋童话系列，当代
诗人蔡其矫创作的反映西沙群岛永兴
岛的长诗《西沙群岛之歌》，陈应松《天
涯听海》，李少君《美得惊心的亚龙湾》
等，都属于海南的海洋文学作品。

此外，全国各地来海南采风创作
的作家的各种非虚构游记散文，如植
展鹏《西沙手记》、刘醒龙的《寻得青花
通南海——南海日记十二则》，以及
《三沙文丛》系列所收录的各种体裁的
海洋书写等也都属于海南的海洋文学
作品。

梅国云表示，在2021年第10期
的《人民文学》上，林森、王姹、植展鹏
三位作家以海南为背景，创作的文学
作品集体亮相，这在省内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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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茉莉花”遇上“红莓花”

中俄文化交流
创新不断

《茉莉花》遇上《红莓花儿开》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前不久举行的第
八届中俄博览会文艺演出暨黑龙江省
第二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开幕式上，
中俄艺术家在哈尔滨大剧院联袂表演
《茉莉花·红莓花儿开》，巧妙的编曲让
两首歌的旋律完美融合，引得台下掌声
雷动。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当熟悉的
曲调响起，我感到特别激动。”观众刘女
士说。

“这两首歌的全新演绎，正如我们
两国的友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爱
乐乐团负责人维塔利娅·克里维茨基
说。

“我们在这次演出中做了许多创新
尝试，让两国文化艺术的交融有更多的
可能性。”开幕式总导演李少华告诉记
者，本次文艺演出中，中俄艺术家以联
袂演出、融合演出、交互演出等方式，将
歌曲、舞蹈、戏曲、杂技、器乐等多种艺
术形式叠加呈现。

过去，帅气的列宁装、漂亮的“布
拉吉”、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保尔”，构
成那一代人难忘的青春回忆；托尔斯
泰、普希金、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也
让中国读者为之深深着迷。现在，除
了文学、电影，俄罗斯音乐在中国也广
受欢迎。

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俄
罗斯艺术家能够用中文演唱《月亮代表
我的心》《刚好遇见你》《今天是你的生
日》等中国流行歌曲，更拉近了两国人
民的距离。

不仅是文艺团体的线下交流互动，
互联网等现代媒介也为两国人民的文
化交流搭建了更加便捷的桥梁。

中国歌手李健创作的歌曲《贝加尔
湖畔》，让伊尔库茨克这个俄罗斯远东
小城走进中国歌迷的视野，也让更多人
对“清澈又神秘”的贝加尔湖心生向
往。俄罗斯歌手维塔斯还未到中国的
时候，就已经凭借其“天籁般的海豚音”
在网上吸引了大批中国粉丝，为他后来
多次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
基础。

中国姑娘宁琳是俄罗斯布拉戈维
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留学生，她的家
在中俄边境城市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戈
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2022年，宁
琳在网络上分享中俄两国的美食、文
化，迅速收获百万粉丝，还被邀请参加
中俄冰球赛、汽车拉力赛、俄罗斯文旅
推广等活动。

“我的留学经历让我能够有机会深
入了解两国的文化，我想做一个传递中
俄文化的‘网络达人’。”宁琳说。

（据新华社）

近日，演职人员在第八届中俄博
览会文艺演出现场进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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