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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下两卷共计60余万字的大部头《黄
金海岸》后，2023年李师江又马不停蹄地推出
了长篇新作《丝路古船》，并继《中文系》《非比
寻常》后再次在《当代》首发。随着这艘“古船”
的下水扬帆，李师江面向东南、远眺大海的写
作版图进一步得到了开拓，从《黄金海岸》的

“海岸文学”到《丝路古船》的“海岛文学”，一条
清晰的叙述纵深已然开掘形成：关于历史与今
日、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陆地与海洋，以及在
这些宏阔语境下不断面临抉择的个体生命。

《丝路古船》的故事从当下切入：在本地的
海上文物展览上，泉州市海坛镇派出所副所长
钟细兵在人群中偶然遇到了故人船仔，回忆引
出了20年前钟细兵曾参与的一项名为“丝路古
船”的打击海上文物盗捞行动，尤其是该行动
中涉及到船仔的重要一案。小说正围绕这桩
大案展开，一边是以练丹青为首的池木乡、阿
兰、郑国凤和李云淡等人精心筹谋意欲借海底
沉船中的文物大发一笔，另一边则是钟细兵和
郑天天等人苦苦追查盗捞团伙的完整经过。

作为一位写作风格经历过巨大变化的“70
后”作家，李师江的《丝路古船》中已经见不到
太多早期作品中的高度表达自觉、多种文体实
验等等先锋特征，自《福寿春》归返东南沿海的
故乡地域后，对小说中故事本身的打磨成为了
李师江去芜存菁、返璞归真的主要发力点。坦

白讲，李师江是极会讲故事的那类写作者，这
一点上他与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新南方写作”
有所不同。在正统文学院的求学经历和早期
从事偏重类型与传奇的写作经历，使得他的文
字在既有接受过良好写作训练的学院派一面，
同时又兼具通俗写作的粗线条和江湖快意之
感，近年来尝试为影视编剧则更为其写作视野
打开了新生面。正如他自己有关小说写作的
说法——“介于戏剧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李师
江的故事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影像感，《丝路
古船》推进情节丝丝入扣、严整紧凑，将两条故
事线索、两方人马之间的明争暗斗刻画得淋漓
尽致。此外，附着在叙事主线周围的，对以泉
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滩涂海岛民俗文化的生
动描绘、对地方历史文献、风土掌故与类型故
事的结合使用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经由细节
和结构传递出的真实感，均反映出作家在世情
观察上的熟稔与写作经验上的老到。

李师江擅讲故事，然而他绝不仅仅满足于
完成一个故事。在他的小说里，好故事的最终
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极具性
格、富于人格魅力的鲜活灵魂。《丝
路古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这些
或模糊或真切或熟悉或遥远的人物
架构起来的，因为有这些人物的出
现，读者才能跟随故事自由穿行于

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期以来的近千年历史图卷
之中。历史中的一粒沙，落在个体身上就是一
方重压，《丝路古船》中的练丹青就是那个背负
沉重历史记忆的代表，人如其名一手丹青妙
笔，却有才而无处施展、有才而不敢施展，父辈
的积怨、时代的浩劫似乎延续进他的个体命运
中，最终逼迫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与池木乡
等人之相比，练丹青的人物塑造更显出立体而
多面、饱蘸悲剧色彩。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丝路古船》在人物
塑造上的详略侧重和船仔这一汇聚整部作品
核心精神的角色。钟细兵、池木乡等男性角色
的刻画虽然强悍有力，但可以发现作者的书写
重心并不在他们身上，在这个无论是出海捕
鱼、涉险办案均以男性为主导的、充斥着刻板
印象与陈旧观念传统的海岛空间之中，恰恰是
年轻的女警察郑天天赋予了这个文本最具活
力和魅力的色彩，其高扬着自主意识成长成熟
过程，对于探索人物群像乃至整个故事书写深
度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李师江在《丝路古船》的创作谈
中写：“我想塑造海岛上自由而固执
的灵魂。”而船仔，这个世人眼中还
未彻底成熟、又或许永远不会成熟
的少年，这个“海之子”，正是作家

“自由而固执灵魂”的理想化身。小

说中的船仔幼年丧母，在父亲身边长大，他单
纯、天真善良、孝顺，喜欢在海边的生活。从小
在海岛长大的他与大海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
喻的联系，海在船仔的生命中扮演着母亲的角
色，每当少年潜入水下，细长而精瘦的四肢为
碧水——如同母亲肚腹中的羊水——所包裹，
那里是一切原始的温暖、美好的源头，永远给
受伤的灵魂带来安宁和慰藉。英国文学家弗
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其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
间》中借用诗人柯勒律治的名句：“伟大的灵魂
是雌雄同体的。”事实上，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
从心理上，雌雄同体都是不可能的，但伟大的
艺术或者向往伟大的艺术在精神上总可以创
造出类似的形象，使之兼具女性与男性的优
长。少年的外表并不美丽，但他的内在却是实
实在在的“阿多尼斯”，船仔身上的可贵之处不
仅在于其天性敏感淳善，更在于其历经污浊而
不染，始终保有一颗澄澈的内心，甚至在长大
成人、拾回勇气的路途上，他也没有丢掉细腻
的感知能力。

作为李师江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的首部作
品，《丝路古船》奉献了一出相当出色的开场亮
相，在由地域史诗出发向远海历史进发的漫长
路途上，李师江的心底和笔端一直站立着一个
船仔那样的少年，少年心事里固执地闪烁着遮
不住的光亮。

游向大海与历史深处的少年
——评李师江长篇小说《丝路古船》

◎王哲宇

英雄，令人敬仰。
无论何时何地，这个穿
越历史、穿越时空的名
字，永远是人类崇高的
精神食粮。有了英雄的
引领，会让人民强大、民
族强大、国家强大。

读高保国《烈火金
刚》一书，令人欣喜地
看到“青年强，则国强”
的祖国未来。

让我们看看高保
国在《烈火金刚》中，是
怎样书写周江疆由一
个普通人，成长为一名
救火英雄的。

周江疆是杨国兴
的儿子，杨国兴是江苏
省海门市人。

作者首先走进海
门，探究海门人成长的
历史背景。海门中学
教师王晨说：“你发现
海门，才能更好地探讨
一个城市的精神内核；
解读海门，你才能创作
好一位海门人的传奇
人生。”是的，作者踏上
这片热土就感受到了
海门人的忠实与憨厚、
勤奋与睿智。靠江靠
海靠大都市的特殊地
理位置，注定了海门的
与众不同。海门面积
1000 多平方公里，这
里人才辈出，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美
德，海门人一代一代传
承着中华民族舍己为
人的民族精神。了解
了海门，就不难走进救火英雄周江疆的人生。

杨国兴出生于海门县中海村，1983年随
海门六匡乡建筑队去新疆克拉玛依打工。艰
苦的环境磨炼了他，他很快在一起进疆的包建
忠、陈玉彬的帮助下，组建起一支工程队。他
从老家招来一批工人，一个凝聚着海门精神的
工程队在克拉玛依立住了脚，工程范围渐渐扩
大。挣到钱后杨国兴首先想到的是回报家乡，
他带领工程队返回家乡，第一个义举就是捐建
中海村教学楼，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杨国
兴常说，我办企业挣钱的最终落脚点是多为社
会做公益事业。在杨国兴的要求下海门县成
立了教育基金会。

周江疆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从上小学开
始就乐意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常常向父亲要钱对
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小学五年级时观看电影《少
年英雄——赖宁》，周江疆默默下决心要向赖宁
看齐。考入中学前，杨国兴专程领着儿子去南京
雨花台瞻仰了革命烈士，让周江疆记住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

周江疆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
而是跟随父亲在工地当一名普通工人，接受锻
炼，他和工友们亲如一家。杨国兴看着儿子的
进步十分高兴，把总经理的重担交给了他。周
江疆任职后仍然吃住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摸
爬滚打，他常常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有困难的工
人。周江疆从不铺张浪费，也让工人们珍惜财
富，学习文化，掌握科技。他喜欢和工人们一
起拉家常，并从工人师傅身上学到了海门人的
善良和博大情怀。

汶川地震时，周江疆第一时间带着资金和
工程队奔赴汶川投入抢救。一到现场，周江疆
一头扎进救援工作中。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多争取一秒时间，多抛开一块砖头，多救出一
个人。鲜血染红了他的迷彩服，他高尚的行动
是心灵的闪光、是大爱的体现。

读高保国的《烈火金刚》，心潮澎湃，就如
同看到东方的曙光，冉冉升起，照亮大地。

书中讲述，年仅 28岁的周江疆在失火现
场奋不顾身，两次冲入火海抢救公司员工，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舍己为人的精神风
貌，他的身上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奉
献精神。作者在周江疆经历的每一个阶段中，
都用大量的事实验证了他成长为一名英雄是
必然的。他的父亲杨国兴是慈善家，从小在这
样的家庭中成长，教养是良好的，他牢记父亲
的教诲“穷不失志，富不癫狂，豁达乐观，善待
他人”。作者在许多细节采访中真切地感受到
了周江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崇高的品
质。周江疆的壮举，映射出他的内心世界是那
么丰富而高尚、强大而执着，他用年轻的生命
向我们诠释了中华民族无私、奉献、担当的大
爱精神。

在《烈火金刚》“时代丰碑”一节中作者写
道：“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都是长期积累的必
然，事实上周江疆的舍己救人的壮举，是他从
小到大环境的熏陶和点滴善举的凝聚，是父亲
杨国兴从善行为潜移默
化的影响……所有这些，
一点一滴聚成大海，在瞬
间爆发。”周江疆用年轻
的生命谱写了“80后”的
人生高度，唱响了时代的
赞歌。

金秋季节，在呼和浩特有个热门话题——
呼和浩特首届摄影周。笔者应邀参加了相关
活动，觉得这个摄影周办得非常成功，很有特
色，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一次开创性的实践

呼和浩特首届摄影周的开创性主要有 3
方面：

1、举办摄影周是摄影界的惯例，也是国
际惯例。目前国内已有一些摄影周，如北京
国际摄影周（2013 年）、宁波国际摄影周
（2016年）、成都国际摄影周（2022年）、三亚
国际摄影周（2023 年）等。呼和浩特顺应时
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举办首届摄影周，对
于呼和浩特甚至内蒙古来说，都是一次具有
开创性的实践，体现了主办方的远见卓识。
它必将有力地促进呼和浩特以及内蒙古摄影
事业的发展，对改善呼和浩特甚至内蒙古的
艺术生态、助力北疆文化建设、促进文旅共融
发展也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摄影周打破了以往只是举办一个展览
或一个博览会的单一模式，而是通过摄影展
览、学术研讨、采风创作三大板块，一个主题
展、三个专题展、两个邀请展6个展览，一个主
展区和多个分展区的综合方式和庞大体量，
来聚焦摄影问题，探讨摄影问题，用影像之光
映射壮美北疆，用影像艺术助力呼和浩特的
经济社会发展，这在呼和浩特或者内蒙古都
是首次，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盛会。

3、引入了策展人制
度。策展人策展是国际
惯例，无论是世界三大
艺术展——威尼斯双年
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
罗双年展等国际著名艺
术展，还是国内的一些
大型美术、摄影展览，许

多已经引入了策展人制度。而在内蒙古，除
一些非官方的、体制外的展览有策展人，官方
主办的展览一般没有。这次呼和浩特摄影周
是第一次官方主办的展览引入了策展人制
度，这是一个难得的、很好的开端。摄影周充
分发挥多部门联动的组织优势和策展人的专
业优势，齐心协力，在主题设置、结构框架、展
览内容、展陈设计上做了许多探索和创新，在
图片制作上采用国内最顶级的艺术微喷和装
裱工艺，使摄影周无论在总体构想还是艺术
呈现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人耳目一
新之感。

主题性与学术性的很好结合

摄影周的主题“共融·共生”既紧扣时代脉
搏，又具有学术性。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共融·共生”意在通过影像艺术构
建起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融共生的展示窗
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共融”不但是代表人类文明的
东西方文化的共融，也是内蒙古本土文化、民
族文化即北疆文化和呼和浩特地域文化与国
内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共融。只
有共融，才能共生。这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考
虑问题的策展思路非常值得肯定。

普及与提高的兼顾

首届呼和浩特摄影周活动，如果只考虑
“普及”，就可能没有专业和学术层次；如果只
考虑“提高”，就可能钻进象牙塔里，没有了群
众基础，变成了摄影界的“圈子文化”。这两
种倾向都是要避免的。主办方很好地处理了
这种关系。一方面，摄影周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文艺思想，把主题展“遇见·呼和浩特”放
在呼和浩特青城公园作为主展区，以开放的
策展理念、新颖的展陈方式，将内蒙古摄影家

拍摄的表现呼和浩特奋进之美、蝶变之美、和
谐之美、现代之美的100件作品，以巨大的尺
幅放在青城公园的露天环境中，与公园的美
丽景色交相辉映，形成了人景画交融互动的
露天生态艺术场，吸引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
参与。这些经摄影家们艺术呈现的表现呼和
浩特市的人、呼和浩特市的景、呼和浩特市的
事儿的巨幅作品，让呼市的老百姓感到亲切、
温暖，产生共鸣和共情。同时，它又符合艺术
扎根人民、到人民中去的时代要求，还为摄影
周的开幕营造了很好的氛围。这是“普及”。
另一方面，摄影周把专题展“第 29届全国摄
影艺术展览精品展”放在内蒙古美术馆这个
内蒙古美术的最高殿堂，把“丝路国家青少年
国际摄影大展精品展”“多彩的家园——野生
动植物摄影展”和两位本土中国摄影“金像
奖”获得者的邀请展“北疆光影——王争平师
生摄影展”“蒙古马精神——阿音摄影作品
展”放在呼和浩特美术馆，这些国内高水平的
展览，加上“影像赋能 文旅共生——全国摄
影名家走进呼和浩特主题研讨会”从学术层
面的研讨，这是“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完
美结合，使本次摄影周成了一个既照顾到普
通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共融、共生，又很
有专业水准和学术高度的艺术盛会。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呼和浩特摄影周
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第一步就走得如此
精彩，如此有力。它必将载入内蒙古摄影史
册及文化史册。当今世界，由于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摄影（包括在摄影基础上
产生的电影和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
比，它跑得更快，传播得更远，这是举办摄影
周的一个优势。所以，衷心希望呼和浩特摄
影周一直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让影像见
证呼和浩特未来的新发展、新面貌、新气象和
新风采。

（本文图片均为“共融·共生”2024呼和
浩特摄影周参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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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