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A21

新闻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 王悦 美编 王琳 值班主任 苗卫国

□半岛记者 刘礼智

盛夏的青岛，暑意渐浓。不过，一
场以天为幕，以海为台，以夜色相伴的
盛夏狂欢——— 2019“青岛夜色美”街
头文化艺术汇于 7月 13日晚在五四
广场圆形舞台正式启动。
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各区（市）文化和
旅游局、青岛市文化馆承办的“青岛夜
色美”街头文化艺术汇启动并持续至
10月中旬，每周二、四、六、日晚，在全
市沿海一线景区、广场，以及休闲娱乐
等区域，设立多个演出点。当晚演出由
岛城知名乐队——— 果汁啤酒乐队，为
观众、游客们送上最嗨的现场演出。由
青岛独立音乐人于昺、杨政，发起建立
的青岛本土电声乐队，用多种音乐风
格，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对未来的理
解与感受。
至此，每周二、四、六、日晚8点至

9点半，在奥帆中心情人坝和旗阵广
场、五四广场、音乐广场、八大关、汇泉
广场、第一海水浴场、栈桥、八大峡广
场、天主教堂广场等区域，“青岛夜色
美”街头文化艺术汇将以多元的演出
形式，欢快的节目内容，伴您度过浪漫
的夜晚。

□文/图 半岛记者 黄靖斐

7月13日，作家、学者止庵携全新修
订版随笔集《如面谈》来到青岛方所书
店，举办“亲情与别离”读者见面会，分享
父亲沙鸥对自己的文学影响。止庵的父
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止庵文学入门的培
养，从诗歌到小说再到剧本以至于文学
评论，都来自于父亲，随笔集中字里行间
充满和父亲相处时的温情细节，有一种
“静水流深”之感。在分享会上，作家止庵
和青岛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章芳对谈，分
享和父亲有关的情感和记忆。

文学启蒙：
来自父亲办的“家庭学习班”

《如面谈》是止庵的第二本随笔集，
他透露，这本书是他所看重的，《惜别》是
怀念母亲的文字，《如面谈》则是和它呼
应的作品。止庵学医出身，他承认自己能
走上文学的道路，受了父亲沙鸥的很多
影响，“那个时候，父母对孩子并没有刻
意灌输‘成材’的观念，小时候爸爸经常
没事给哥哥姐姐和我在家里办‘文学学
习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诗，写小说，
虽然我‘学习’得最多，但自己并不知道
会对将来有多少帮助，那时候我的理想
是当一名小学老师。”止庵承认，从那时
起，自己就已经开始对写作有了最初的
兴趣。
章芳认为，止庵可以称得上“学贯中

西”，书里所写的父亲沙鸥对文学和生活
的热爱，有很多温情的细节，“书中沙鸥
和止庵聊到诗歌和文学，好像不再是父
子关系，在家里谈论时相对来说有非常
‘自由’的气氛。”虽然听了父亲的“讲
课”，但对于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口味，
“我的很多观点和想法和父亲不同，他也
不太能接受。他写的，我也不是全都喜
欢。这是孩子和家长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止庵看来，父亲沙鸥是一个诗人气特
别强的人，自己则非常谨慎，“对于文学，
都可以争论，源于两人都很热爱。”
正是家庭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让

止庵在后来研究张爱玲等作家时，有了不
同于学院派、更为独特的风格，“张爱玲的
作品是我介绍给父亲的，他们那个年代反
而少读张爱玲。”止庵说，在写作上两人
的方向大不相同，父亲写诗歌，而自己写
了更多的小说和文学评论，“在文学的观
念上，我们还是有很多一致的看法，特别
重视古人所谓‘文心’,即文章中那种特
别的精微之处。”止庵和父亲讨论过很多
诗歌中的细节，“比如‘闲敲棋子落灯
花’，棋子和灯花都是生活的细节。”

最最大大遗憾：
未未能能向父亲展现文学“天赋”

很多读者知道“止
庵”是因为张爱玲的《小
团圆》，2009年内地出
版《小团圆》时，他是
校订者，原稿复
印件中遗漏
了 一 个
字 , 他
给 补

了出来。此前他当过医生、记者、外国公
司的雇员、出版社副总编辑，最终回归到
写作，从读书到编书再到写书，兜兜转
转，现在的止庵是作家、学者、张爱玲研
究者，著作颇丰。
止庵的写作是从学习和模仿父亲开

始的，最早也是写诗。“我的诗差不多每
一首都要经过他逐字逐句的修改。改完，
他还专门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但当时的时代，文科不流行，所以在大学
时我选择了学医”。止庵对发表作品没有
太多兴趣，因此推出的作品并不多，这也
让父亲对他在文学上并没有过高的期
待。
止庵34岁时，父亲突然生病，在照

顾父亲的时光里，止庵开始理解到父亲
对自己在文学上的期望和失落，“自己没
有走文学的道路，就总想弥补一下对父
亲在这方面的亏欠，在照顾父亲的时候
开始写了一些作品。”那时止庵还在公司
上班，把作品交给出版社就出差了。”即
便到现在止庵还是感到遗憾：“父亲一直
觉得我应该在文学上有小小天赋，结果
直到他1994年去世，我已经41岁了，什
么天赋都没表现出来。”

探讨生死：
珍惜生命克制地表达情感

父亲去世前，止庵和父亲探讨过很
多关于生死的问题，因此，与此前推出的
《惜别》一样，《如面谈》也是一部直抵人
心的“生死笔记”。正如章芳认为，止庵在
《如面谈》中面对“生死”的态度是一种淡
然的态度，字里行间充满“静水流深”之
感。那些和父亲亲密相处的时光，无论是
瓜豆荫凉里看书作文，还是病重时切磋
诗选篇目，它们早就紧紧交织在一起，内
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不惧光阴轮转。
在止庵看来，珍惜生命是最重要的。

“写父亲是很难写的，情感有十分，写出
来也只能有七分，如果七分情感写到十
分，最终会连最初的七分都达不到。喜悦
可以跟人分享，痛苦只能自己消化，靠时
间来冲淡。”因此在写到父亲时，止庵非
常克制和节制，“情感是不会通过渲染而
增加的，这也是我写作的态度。”
止庵在现场谈到契诃夫的一篇小说

《苦恼》，“小说讲的马车夫拉着车送客
人，他跟每一个人说‘我儿子死了’。一天
大概拉了六七个，没有一个人把他的故
事听完，大家都很敷衍他。虽然他写的是
可笑的事，但是可笑的背后有特别悲哀
的东西，文字很少，却写的都是生活中的
压抑和不能言说的不幸。”

阅读挑剔：
先多读书再选择读好书

目前止庵出版的作品有《惜别》《樗
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神拳
考》等二十余部著作，并编订《张爱玲全
集》等，从中可以看出止庵的阅读和知识
都属于“渊博”。就像《如面谈》，全书分为
“思想之什”、“读书之什”、“怀人之什及
其他”三卷。“思想之什”包括十六篇随
笔，讲述对人世、生命的思考，如议论性
质的《生死问题》。“读书之什”二十篇，侧
重对文人、文学的评述，其中张爱玲、鲁
迅、杨绛所占分量较重。“怀人之什及其
他”十九篇，是作者对故友亲人的追忆。
谈到阅读，止庵说自己并没有太多

刻意去阅读，“如果我还在医院上班，应
该现在是一个退休的主任吧，那我平常
还是会去读书。”止庵说，阅读和职业并
没有很大关系，“阅读要先有量，但选择
也非常重要，先多读，然后再读好书，我
是在读了很多不好的书之后，会选择读
真正的好书。现在的自己在阅读上反而
特别挑剔。我现在60岁，如果我能
读到 80岁，也就 20年，这辈子最
多也就能看 1000多本书，因
此要好好选一选。"

□文/图 半岛记者 黄靖斐

7月13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暨“山东女散文家沙龙走进
青岛”在青岛威海路大智教育举行，活
动吸引了众多文朋诗友来到现场，也
为青岛的众多女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
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平台。此次活
动由济南市政府驻青岛办事处、青岛市
济南商会、山东女散文家沙龙主办。
活动在红色主题朗诵《不朽》中拉

开序幕，深情的朗诵让大家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了深刻的认
识。此次山东女散文家沙龙走进青岛
的活动，还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媒学院院长、山东散文学会副会
长张丽军，他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新时
代中国财富伦理与心灵情感的探寻》
的分享。讲座以著名作家张炜的小说
《艾约堡秘史》为例，讲述“当下现实主
义”、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突围以及作家
们所经历的“大时代变局”，张丽军认
为，张炜的小说《艾约堡秘史》是当代现
实的巨大镜像，体现了苦难、忏悔与救
赎及新财富伦理。济南周三读书会成员
张建梅现场朗诵了中国作协会员，山东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周三读书会
主席李炳锋的《一束暖阳》，这篇文字
正是李炳锋专门写给张丽军的。
山东女散文家沙龙主席、《大众日

报》“丰收版”主编刘君，济南市政府驻
青岛（烟台）办事处主任来震等也参与
了此次活动，在互动中大家讨论了文
学带来的影响，“文学能从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深度去挖掘人性，好的文学
作品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就是在全方
位地剖析人性，那么，它总会在生活当
中给我们带来超越于酸甜苦辣咸感官
享受的精神食粮。”

2019“青岛夜色美”街头
文化艺术汇正式开启

山东女散文家沙龙
来青办讲座


	A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