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江苏文脉的集中
话题

为什么会讲“千年文脉与万里
长江”这个主题？莫砺锋表示，和刚
刚出版的《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
一卷）》有很大关系。

《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
卷）》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与现代快报主编，收录“江苏文
脉大讲堂”前十六讲共17篇内容，
集结莫砺锋、胡阿祥、叶兆言等 17
位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讲座。学者
们从人文、历史、园林、农业等多元
视角解读江苏文脉，既是学术研究
的大众转化，也是江苏文脉整理工
程的重要传播成果。

“大家翻开目录页可以发现，里
面讲到了江苏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
化，内容相对广泛，但是我们也能看
到一个集中的话题，那就是长江。”
《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卷）》第
一章正是莫砺锋的《诗词里的大美
长江》，其后还有南京大学教授胡阿
祥的《大江大河，江苏的文化密码》，
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的《长江文明
与神奇的北纬30度》……

这么多学者将目光聚焦长江，
在莫砺锋看来，正是因为长江是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江苏人民的
母亲河，赐予江苏土地、风景、物产、
文化。“万里长江滚滚东流，它是一
条充满生命力的大江大河，从未停
止生长。”

长江的“长”与江苏人有关
世界水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

长河、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63
公里的长江有众多头衔。不过，历
史上长江的长度曾一度“缩水”
2000多公里，直到明末，一位江苏
人才为长江找回了长度。

莫砺锋介绍，古代人长期认为岷
江是长江的源头。比如苏东坡大约
36岁时，曾来到江苏镇江金山寺，写
下著名的《游金山寺》，说“我家江水
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试登绝顶
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我谢江神
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我家江水初发源”，意思就是
我家住在长江源头，而苏东坡的家
乡在眉山，位于岷江边。因此从这
首诗中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长江的
源头是岷江。

除了苏东坡的诗词，中国最早
的地理文献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
时期的《尚书·禹贡》中写到了“岷山
导江”；古代关于江河研究最重要的
地理学著作、北魏郦道元的《水经
注》中也提到岷江是长江的源头。
莫砺锋说，如果将岷江视为长江源
头，那么长江的长度就比现在的数
据要少2000多公里。“长江有6000
多公里长这个数据，来源于江苏人
民的贡献。”

明末，江阴的大地理学家和旅游
家徐霞客进行实地考察，亲自沿着长
江一路溯源而上，探明金沙江是长江
的源头。而现代地理学确认，金沙江

确实是长江的上游干流。“比此前人
们的认识多出了2000多公里，从人
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长江在徐霞客的
步测下变得更长了，这是江苏人民对
母亲河的深情回报。”

流淌千年，长江文脉依
然滋养当代人

一个小时的讲座，将长江与江
苏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融为一
体，干货满满。台下座无虚席，有人
带着一大包书，有人拿着小本子不
停记录，还有来迟了些的观众干脆
靠墙站着听讲，同样津津有味。讲
座结束后，读者们更是排起长队，请
莫砺锋老师在《江苏文脉大讲堂文
丛（第一卷）》上签名留念。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高
二学生马袁圆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她是莫砺锋老师的“粉丝”，为了这
场讲座一大早就来场馆排队。“我觉
得听老师讲座和我自己看书还是有
点不一样的。书里有的地方我要仔
细读才能明白，现场有老师深入浅
出地讲解，就很好理解。”

多名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
的VIP客户以及员工也来到现场听
讲座。客户代表王女士表示：“在逛
书展的同时，有幸聆听莫砺锋老师的
讲座，很有收获。中国农业银行江苏
省分行特别支持的这场活动，让我们
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启迪，放在实际
中，我觉得无论投资还是财富管理
都要兼具历史视野和人文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3
日上午，作为第十五届江苏书展“开
展重头戏”，“重温跨越国界的抗战
史诗——张新科《铁语》新书首发暨
分享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铁
语》作者张新科，中国前驻韩国大使
邱国洪，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汪
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孙
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
健等出席活动。活动由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赵阳主持。

《铁语》是张新科历时八年创作
完成的长篇抗战历史小说，讲述韩
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凡流亡中国，
组建抵抗组织，在中国民众的支持
下，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
事，展现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坚
强意志，以及与韩国志士血火淬炼
的真挚情缘。小说拓展了抗战文
学的描写空间，填补了这一表现领
域的空白。

孙敏在致辞中表示，张新科是
革命历史题材和谍战题材的重要代
表作家之一，其新作《铁语》在沿着
以往写作脉络的同时，做到了有创
新、有突破。《铁语》的推出，不仅丰
富了当代抗战题材原创文学的视
野，也为中韩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
民了解这段共同的历史提供了形象
生动的读本。

邱国洪称，《铁语》是一部难得的
反映近代中韩两国人民友好历史的
佳作，该书在中韩关系发展的新时期
正式出版发行，将为增进中韩两国人
民间的相互理解发挥积极作用。

发布会现场，范小青、汪政、张
新科就这段“跨越国界的抗战史诗”
展开深入对谈。

当一本厚重的 50 余万字新作
《铁语》捧在手中时，范小青难掩震
撼之情。从早年令人耳目一新的
《远东来信》，到《苍茫大地》《铩羽》
《鏖战》系列作品，直至今日的《铁
语》，张新科始终如一地锚定革命历
史题材，以专注之姿在创作之路上
深耕不辍。“几乎每年一部作品，张
新科都要走访很多地方。”在范小青
看来，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既是优势
亦有挑战。丰富的史料为创作提供
了素材，却也可能成为文学想象力
的桎梏。而张新科成功经受住了这
份考验，他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
之间搭建起精妙的平衡。“铁语静
默，热血有声”，范小青称其创作堪

称“钢魂铸就”。
汪政评价《铁语》这部作品兼具

国家叙事、人类叙事、跨国叙事等多
重维度。“小说所展现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意识，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
意义。”同时，作为“理工男”的张新
科，将工程思维融入文学创作，其作
品结构精巧，前后呼应严丝合缝，将
浩瀚历史巧妙植入谍战叙事框架，
每个细节都拿捏精准。

谈及创作脉络，张新科坦言，早
在《远东来信》时期，他便已明确了
创作方向。这部讲述中国人民拯救
三万犹太人的作品，促使他远赴美
国、德国、波兰等涉及那段排犹历史
的发生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谍
战元素、跨国叙事交织，这类作品非
常难写，却也极具吸引力。”不仅考
验着创作者的体力与史料掌握能
力，更需要扎实的田野调查与跨文
化沟通能力。而走过六十多个国
家、具备外语交流优势的张新科，自
觉肩负起这份创作使命，“这几个因
素综合考量，我不写不行。”

张新科回顾了创作《铁语》的过
程——三十多年前，留学德国期间
与韩国留学生交流时第一次听到“金
凡”这个名字，出于好奇查阅了很多
史料，这才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隐
秘历史。彼时中韩尚未建交。为了
写作这本书，他2018年起先后四次
赴韩，拜谒义士纪念馆；在国内沿着
小说主人公金凡的原型——金九当
年的行走路线，实地考察了上海、嘉
兴、南京、重庆、镇江等十三座城市。

张新科称，《铁语》遵循“基于但
又不囿于史实”的创作原则，希望以
丰富的细节、文学的叙事，让历史有
温度，进而实现两个创作初衷：一是
弥补中韩两国青少年对相关抗战历
史认知的空白，以文学形式记录史
实；二是通过作品诠释中国人在艰
难岁月中仍坚守的“亲仁善邻、厚德
载物”精神——从政府到知识分子，
从车夫到船娘，对无论犹太人还是
韩国抗日志士的庇护，正是中华传
统美德的生动写照。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施向辉/摄

莫砺锋：江苏人让长江“变长”2000公里

张新科新作《铁语》江苏书展首发

7月3日上午，第十五届江苏书展
重点活动“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
堂”首场讲座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A
馆举行。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文科资
深学者莫砺锋教授以“千年文脉与万
里长江”为题，为现场读者及线上观众
带来一场文化盛宴。现场，《江苏文脉
大讲堂文丛（第一卷）》正式发布，众多
读者排队，请莫砺锋教授签名留念。

活动由江苏全民阅读促进会、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现代快报社承
办，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银行江
苏省分行特别支持，通过现代+APP、
视频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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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做客“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以“千年文

脉与万里长江”为题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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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苏州，书香与夏意正
浓。在第十五届江苏书展现场，
集结了17位知名专家学者精彩讲
座的《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
卷）》首发，与江苏爱书人见面。

首发仪式上，著名学者、《江苏
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副主编、
《江苏文库·精华编》主编、南京大
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说：“我认
为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大
家在读典籍以外，通过听讲座的
方式了解到传统文化的研究，更
好地把我们江苏历史上的文化精
神传播到千家万户。”

“江苏文脉大讲堂”
已举办30多期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
下，江苏省委宣传部启动实施全
省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工程——“江
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以
下简称文脉工程），旨在全面梳理
江苏文脉资源，彰显江苏文化底
蕴。文脉工程计划编辑出版《江
苏文库》约3000册，涵盖书目、文
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

文脉工程启动以来，在江苏省
委宣传部及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
持下，现代快报成立团队致力于
江苏文脉的大众传播和普及工
作，打造“江苏文脉”公众号，通过
微信、微博、抖音、学习强国、纸媒
等多平台全媒体矩阵向全社会展
示江苏文脉的风采与精彩。

为进一步做好江苏文脉成果
大众化传播和推广，2022 年 7月
启动“江苏文脉大讲堂”，组织线
下讲堂的同时，进行线上直播，依
托丰富的专家学者资源，借助“江
苏文脉”传播矩阵，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江苏文脉大讲堂”已举
办30多期。此次在江苏书展首发
的《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
卷）》，将观看量超 2亿次的前 16
场直播内容“落墨成书”，吸引了
众多江苏文脉大讲堂线上线下的
粉丝读者。

十七位顶尖学者
化身“文脉解码人”

《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
卷）》系统辑录了“江苏文脉大讲
堂”前十六讲的精华讲稿。莫砺
锋、胡阿祥、龚良、张学锋、张乃
格、包平、范金民、高峰、庄若江、
徐兴无、程章灿、张新科、徐小跃、
王月清、叶兆言、江庆柏、陈军，17
位顶尖学者化身“文脉解码人”，
将讲堂的思想激荡沉淀为可流传
的文字瑰宝。

一场又一场，江苏文脉大讲堂
所到之处，专家学者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介绍江苏的典籍著作及其
背后的人物与故事，用心搭建起
传统文化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16场直播、两亿次观看
优质内容结集出版

江苏文脉大讲堂率先探索“互
联网+江苏文脉”的创新模式，打
通线上线下全环节。据不完全统
计，该直播平台的全网总阅读量
已超2.1亿次，诞生了多个流量超
百万的爆款。

《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
卷）》让江苏文脉大讲堂完成了一
次奇妙的回归，更是一次新的出
发。值得期待的是，“江苏文脉大
讲堂”后续精华内容正在加紧整
理，将陆续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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