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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洛 书 香

书 衣 之 美

文 化 随 笔

书写心中那抹蔚蓝
——多彩的中国海洋文学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海洋文

学成为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海洋文学以文字形

式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的理解和感情，它折射

出中华民族的海洋生活史、情感史和审美史。

中国自古就有漫长的海岸线，有
独属自己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学传
承。无论是上古的神话歌谣，还是《尚
书》《诗经》等先秦典籍，都有着对海洋
的丰富描绘与生动想象。女娲补天、
精卫填海、鲲鹏万里、沧海桑田等神话
传说，说明了海洋与华夏先民生活的
密切关系。成书于周代的《禹贡》留下
了先民对海洋和海洋物产的丰富认
知；《山海经》中记载的瑰丽奇异的神
话，开启了人们对于海洋的审美想象；

《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海洋书
写，给后世作家留下精神滋养。

唐宋时期，海上贸易发达，带来海
洋文学的繁荣，除了数量颇多的诗歌，
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也蔚为大观，它
们以丰富的内容、奇诡的想象，扩充
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明清时期，
海洋小说发展成熟，长篇短篇皆有佳
作。清代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
缘》，以主人公唐敖的海外旅行为线，
用浪漫的想象描写了作者认知中的
海洋世界，成为古代海洋小说的压卷
之作。

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海洋文
学历经几千年的流变，留下班彪《览
海赋》、李商隐《海客》、苏轼《六月二
十日夜渡海》、李清照《渔家傲·天接
云涛连晓雾》等名篇佳作，是中国文
学的宝贵遗产。尽管中国整体上是
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但海
洋文化及海洋文学始终在中华文明
史与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其文学
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值得
我们进一步发掘。

中国近代以来的遭遇，塑造了人
们对海洋文明的全新认知。晚清民国
的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的遭遇，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洋文明对大陆文
明的冲击。当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
面对这种挑战，向着海洋的方向眺望
时，海洋文化、海洋文学中就留下了深
刻的家国印记。在“五四”作家笔下，
大海、海洋成为启蒙和自由的象征。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中海洋书写的代表
人物，在他的新诗集《女神》中，“大海”
的意象频繁出现。《晨安》以“晨安！常
动不息的大海呀！”表达对新一天的期
待。《太阳礼赞》用“青沈沈的大海，波
涛汹涌着，潮向东方”，抒发对新生力
量的赞美。儿时生活在海边的冰心，
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海洋的眷恋，

“大海呵，/那一颗星没有光？/那一朵
花没有香？/那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
你波涛的清响？”海是崇高情操和理想
的化身，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寄托。
巴金的散文《海上日出》通过对海上日
出奇观的动人刻画，写出了作者对光
明的无限向往。

在当代作家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
中，大海是浩瀚的，也是深沉的。舒婷

在诗歌《海滨晨曲》中写道：“当你以雷
鸣/震惊了沉闷的宇宙/我将在你的涛
峰讴歌/呵，不，我是这样的渺小/愿我
化为雪白的小鸟/做你呼唤自由的使
者。”诗人面对晨曦中的大海，希望化
为一只小鸟，在海洋的浩瀚中呼唤自
由精神的到来。王蒙的小说《海的
梦》写翻译家缪可言向往大海，却一
直没有见过海洋，个人和时代的苦
难让他无法释怀，但在经过大海的
涤荡后，他的心灵终获解脱，海成了
开启新生活的抒情载体。军旅作家
陈明福的《海疆英魂》首次为民族
英雄邓世昌立传，剖析了100多年
前的甲午海战给中国带来的深刻
影响。长达80万字的《沧桑旅顺
口》以厚重的历史感、翔实的材料、
细腻的笔法，再现了旅顺港 100
多年的沧桑巨变，以史家之笔书
写家国变迁的忧思。张炜的散文

《海边的雪》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海
边景色和生活，展现他对生命本
质和生存意义的思考。20 世纪
以来的海洋书写是以走向现代为
目标的，海洋承载的是通向未来
的希望。

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蓬勃多姿，
展现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背景下作家对海洋的新认识。从
创作队伍来看，山东、浙江、福建、广
东等省，海洋文学作家队伍日益壮
大，海南则有不少海洋文学创作的新
锐力量。

从题材上看，纪实文学的海洋书
写可圈可点。许晨的“海洋三部曲”为
我们展现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新风
貌。他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
挑战深海》记录中国深海探索的历程
和成果，《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船
长郭川的航海故事》展现新时代航海
家探索未知的勇气，《耕海探洋》书写
中国海洋科研几十年来的历程，三部
曲勾勒出中国人面向大海的精气神，
折射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成就。

部分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已将
海洋文学的疆域从近海推向远海，从
浅海推向深海，以全球化为背景进行
海洋书写。雷默的小说《水手》写一
个叛逆的少年摆脱家庭的束缚，踏上
了远洋航海之旅的故事，从蔚蓝走到
深蓝，稚气的少年成长为新一代的闯
海人。蔡崇达的小说《命运》写闽南
沿海小镇故事，凸显人与海洋紧密相
连的生活方式，海既是人生计的来
源，也是人精神的寄托。龚万莹的小
说集《岛屿的厝》用文字构建了一个
充满生命力的诗意岛屿世界，让读者

感受到东南沿海独特的岛屿文
化。新时代的海洋文学正以全球
化视野，重构有关人与海洋、海洋
与世界的诗意想象。

海南本土作家林森从 2018
年开始连续创作了多部海洋题材
作品，如《海里岸上》《岛》《唯水年
轻》《心海图》，展现海南快速发展
背景下海洋伦理的变迁，引导人们
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成为海
洋文学创作的新突破。李焕才的
长篇小说《岛》，书写“作海人”生
活，展现岛民命运的跌宕起伏及大
海与人的紧密关系。孔见的《海南
岛传》以海洋和岛屿为叙事场域，
书写了海南岛的前世今生，为一座
岛屿立传。近年来，《人民文学》杂
志曾聚焦南海海洋文学创作，集中
推出刘醒龙《寻得青花通南海——
南海日记十二则》、植展鹏《西沙手
记》等作品，展现南海在海洋文学创
作中的独特地位。

快意雄风海上来，未掣鲸鱼碧
海中。海洋是生命最古老的家园，
也是全新的诗学空间，海洋文学是
作家用诗学的方式勾画出的心中的
蔚蓝，承载了诉说不尽的家国情
思。今天的作家正以开放的海洋诗
学精神，推动海洋文学走向更深、更
广的蔚蓝。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王光

瑰丽丰富的想象

厚植家国情怀

境界开阔的创新叙事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宁莉 李迅）记
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第九届“与爱‘童’行·书香伴成长”少
儿阅读年系列活动——“童心向祖国 礼赞新时代”经典诵读
大赛启动，面向全市征集作品。

本次大赛旨在以诵读的形式礼赞家乡、歌颂祖国，采取线
上征集作品、线上展评的方式进行，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12月
6日。作品要求：内容与形式紧扣“童心向祖国 礼赞新时代”这
一主题，朗诵经典诗词、讲述爱国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可采用单独、综合、多重组合、复咏等表现手法，也可在诵读
过程中适当配合舞蹈、演奏、书画等辅助手段烘托氛围。

参赛人员按要求向大赛专用邮箱（spds2024@163.com）一
次性提报一大一小两个格式的视频、一张封面图，并在邮件中备
注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系电话等信息。其中，小视频不超过
50兆，用于线上展示、评审；大视频不超过1000兆，用于获奖后在
大屏上展示。

大赛组委会委托洛阳市影视家协会负责评审工作。大赛设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辅导老师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并颁发奖牌
或证书。咨询电话：64852611。

“童心向祖国 礼赞新时代”
经典诵读大赛启动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是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的国家级重要
文学奖项。去年深秋，我到浙江乌镇
参加了“茅盾文学奖之夜”颁奖盛典，
今年接到骏马奖活动出席通知，我满
怀期待，盼望着又一个激动人心时刻
的到来。

到达南宁那晚，接站的司机师傅
很健谈，他问我，以前到过南宁没？
我答，二十年前来过。他笑着说，现
在的南宁早已今非昔比。霓虹灯下
的南宁，梦幻般迷人，可无论时光如
何变迁，南宁依旧保留着独特的韵
味。满城的绿意、浓郁的民族风情、
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早已深深镌刻
在我的脑海。

11月 16 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中国文
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红毯铺就的
通道两旁，摆放着历届骏马奖获奖作
品的展示牌。颁奖典礼开始，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获奖作品和译者的名单，
每一个名字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这次骏马奖，包含小说、诗歌、报告文
学和散文等门类，共有 25 部作品和 5
位译者获此殊荣。这些作品展现了
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更体现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
格局。

在《我的祖国》的悠扬乐声中，获
奖者先后登台领奖，成为舞台上最耀
眼的主角。是他们，用优秀的作品，为
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是他们，让每一位
观众都感受到文学的温度和力量；是
他们，用热切的文字，讲述着少数民族

的精彩故事和真情瞬间。
文学连接江河湖海，也照亮了每

个人前行的路，每位获奖者都发表了
简短凝练的获奖感言。作家柳客行自
小患病，无法站立行走。坐在轮椅上
的他，没有止步于生命的困顿，而是用
文字书写美好人生。他在获奖感言中
说：“小时候以为自己能到的最远地方
是家门口的青白石阶，但未曾想，一群
文学人托举着我来到文学世界，也让
我有机会骑着骏马来领骏马奖。我真
诚地爱着这个世界，是这些温暖让我
坚信文学的力量，以羸弱的身躯守望
着文学梦想。”的确，文学能够治愈人
心，更能够激励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的挑战和困境。

骏马奖之夜，是一场文学的盛
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升
华。东乡族翻译家艾布深有感触地

说：“同一部作品通过语言的桥梁，让
不同地域的人们感同身受、心心相
印。这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一个缩影，也是作为一个译者最有
成就感的地方。”不同民族的文字，汇
聚成奔腾不息的五彩河流，每一颗热
爱文学的心都沉醉其中，为其澎湃和
跳动。各民族作家、翻译家以赤诚情
怀与深厚笔触，描绘出各民族的精神
图谱，这些文字如粒粒种子，在新时
代文学的沃野播撒，生根发芽，茁壮
生长。

文艺表演与颁奖典礼相得益彰，
让观众在享受文学盛宴的同时，感受
到了艺术的魅力。而由那些优秀作品
编织成的文学花圃，正芳香四溢，滋润
着人们的心灵，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民
族文学的魅力和价值，也激励着更多
的创作者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文学之光照亮时代星空
□赵克红

书籍装帧设计虽受限于方寸之间，却与书籍内容相应和，以多彩
的设计风格和多元的设计手法提升了书籍自身的魅力。它带给人们
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还有那些耐人寻味的书中意趣，诉说着
鲜为人知的书缘佳话。

●《朝花夕拾》

★作者：鲁迅
★封面设计：陶元庆
1928年9月由北平未名社出版

《朝花夕拾》初版收录了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
文集追忆往事，勾勒社会风貌，夹叙夹议，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

该书封面由鲁迅好友、画家陶元庆设计。书封上部以橘黄色为
底，花园中的亭阁边，一着长袍女子正怀抱一根枯枝行过小径，身后
草木蔓发，繁花密缀，暗喻着“朝花夕拾”之意。书籍整体装饰风格颇
具现代感，色彩对比强烈，鲜明的底色加重了人生秋意。鲁迅极为欣
赏陶元庆的才华，二人曾多次合作，开书籍设计新境。

●《九叶集》

★作者：辛笛、陈敬容、杜运燮等
★封面设计：曹辛之
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曹辛之既是知名诗人，也是出版界极有影响力的书籍装帧艺术
家。九叶派诗人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
诗人群，在文学观念上主张“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
合。九叶指的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
袁可嘉、穆旦。《九叶集》是这九位诗人作品的合集。

《九叶集》的封面中，老树的枝杈上缀有九片饱满的绿叶。脉
络清晰的叶片比肩舒展，象征着九位诗人的昂扬风骨，意味深长，
将读者引入充满生命力的诗歌世界。

●《我们的七月》

★封面设计：丰子恺
1924年出版

丰子恺的设计风格鲜明，常以漫画入书衣，注重童趣和诗
意的表达，构图也极为讲究。丰子恺较早的书籍设计作品是
1924年出版的《海的渴慕者》和《我们的七月》。

《我们的七月》是由俞平伯、朱自清等人于浙江创建的新
文学社团“我们社”的社刊创刊号，对丰子恺有着特殊的意
义。正是在这本刊物上，他首次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漫画作
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创刊号的封面仅以一种深
蓝色印制，丰茂的草丛，一株斜柳，片片叶子随风摇曳，雨
后一道彩虹跃出地平线，共同奏响一首抒情曲。第二年，
社刊的第二辑《我们的六月》面世，丰子恺同样只选用了
单色印制封面。树下正在埋头读书的人被笼罩在浓郁
的绿色中，情趣盎然，颇有诗意。丰子恺虽吝于用色，但
其设计笔墨单纯、朴拙简约、意味隽永。

（综合《光明日报》）

书中意趣 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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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的厝》 中信出版集团

《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四极——中国“蛟龙”
号挑战深海》作家出版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