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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作家王月鹏新作《黄
渤海记》研讨会近日举行，研
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
家协会、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主办，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烟台黄渤海新区文旅局、
《胶东文学》编辑部承办。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吴义勤，山东省作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赵艺丁等出
席会议。山东省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陈文东主持研讨
会，国内文学界专家程绍武、
宋向伟、李云雷、季亚娅、刘
艳、林森、崔庆蕾、李墨波以及
该书作者王月鹏、责编向萍等
先后发言。

与会专家认为，《黄渤海
记》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征，
作品把历史和现实、农耕和海
洋、自然和生命进行了巧妙结
合，人们既能从丰富的内容中
感受到现实的温度、历史的温
度，还能从对渔民的书写、渔
民的自述中感受到人性的温
度。大家同时对作品的文学
性、思辨性予以高度评价，认
为作者在“文学黄渤海”的书
写路径、散文的文学地理学意
义的彰显，以及中国式自然文
学散文的话语构建等方面做
了积极的努力和有效的探
索。作品以海为镜像和切入
口，关注时代变迁，透析人与
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见生
灵、见生态、见生命，让人悟人
情、悟人性、悟人生。

“把大海抬高，让大海移
动，是我进入海洋主题写作的
一个路径，最终将从大海回到
人海。海是一个背景，《黄渤
海记》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境
遇。”王月鹏说。《黄渤海记》分
为《蓬莱叙事》《万面鼓声中》
《民俗中的怕和爱》《八角湾往
事》《大水大心》《半岛的诗与
思》《渔民说》《海边“异人”》八
部分。作品不是单纯自然风
物的描摹，也不是人文历史资
料的拼盘，而是凝望黄渤海辽
阔的海域，以文学作品的形
式，采用个人视角，通过田野
考察，借助文史资料，辅之以
民间传说，用智性的思考和诗
意的表达，勾连起黄渤海的昔
日与今时，在潮汐起伏间，记
录人与海的声音、村庄与城市
的变迁。

人物简介
王月鹏，山东海阳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
有《怀着怕和爱》《海上书》《渔
灯》《拆迁笔记》《烟台传》等作品
十余部。曾获百花文学奖、泰山
文艺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作
品《烟台传》已被译为英文、日文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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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鹏的散文集《黄渤海
记》，是一部胶东地区的百科全
书，包容了神话传说、历史人
物、方志风物、民俗风情、生活
万象，当然他不是掉书袋，不是
提供资料，而是在“打开”这方
水土的同时“打开自我”，用“大
心”去感受“大水”，用“诗”去描
述他的“思”。

第一，这“思”是深情的。作
者热恋着他的故乡，他以热烈激
荡的笔触绘写这里的山水、这里

的渔民、这里的生活种种。作者
的笔管里储满的不仅是笔墨，更
是深切的情感，对故乡、对黄渤
海之地、对生存其上的生灵，爱
其爱，忧其忧，浓烈而执着。“爱
和怕”，热爱与敬畏，爱恋又担心
失去，贯穿全作。

第二，这“思”是深邃的。
作者超越了一般的地域性写
作、方志性表达，超越了一般的
故土之爱、亲人之爱，我们看到
的是一个沉静的人与大海大

地、斯土斯民之间思考的张
力。他不仅描述生民的生活，
而且感受他们的处境；不仅书
写一方水土的独特景观和渔民
的心灵景观，更可贵的是抒发
了一个知识分子经由此间，走
向澄明、自我觉醒的过程。

第三，这“思”是诗性的。
王月鹏的散文具有鲜明的诗
性，他体现的是维柯讲的“诗性
思维”，语言的诗化、思维的意
念化、抒情的意象化、意境的象

征性等特征，赋予月鹏的散文以
“这一个”的特质。比如他写“鸥
鸟”：“鸥鸟是单纯的，也是敏感
的。它每日与海相伴，怎么可能
不懂‘潮水’呢”。他写灯的光与
影：“那一刻，我也想到了灯影。
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我看到了影
子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循
着影子，才找到了光。光在哪
里，影子是最清楚的。影子的
根，在光那里”。这样的段落比
比皆是，令人心悦、欣喜。

近几年来的文学写作中，一
个突出的现象特征是将地方纳
入写作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应
该如何来书写地方？如何来建
构地方的主体性？《黄渤海记》这
本散文集有很多经验启示。

这本散文集发挥了合集所
具有的覆盖面广的特点，多向
度、立体化地呈现了地方的复
杂性与丰富性。尤其值得称道
的是，作为一部散文集，并没有

对地方做静态的、景观化的呈
现，而是既深入到了历史深处，
又呈现了历史的现实之变，既
写了传奇性的故事，又回到了
具体的人的精神。比如，第七
章和第八章，“渔民说”和“海边
异人”，讲述了诸多地方人物故
事，既有历史人物，又有现代之
人，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能够清
晰地看到，地方性的文化对于人
的精神塑造的影响，能够看到人

物和故事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
地方性特征。《黄渤海记》是一个
地方性叙事的成功样本。

同时，《黄渤海记》用了大
量篇幅写海洋。回望文学史，
相对而言，中国文学的土地书
写更为成熟，海洋书写不够充
分，这一方面与我们对土地的
熟悉和亲近有关，另一方面，与
对海洋的神秘化有关，海洋的
博大与神秘常常让人望而生

畏，人们对海洋缺乏足够的了
解和认知。在这方面，《黄渤海
记》做了一个很好的填补。作
品写到大量的海洋的鱼类、渔
猎的方式以及捕鱼的故事和有
关海洋的文化，是一本地道而
全面的有关海洋的知识普及之
书，也是有关海洋文化精神的
传递载体，通过这本书，读者可
以更好地来认识海洋和海洋文
化，传承海洋文化精神。

写了三十多年，近年一直
在思考写作者与他所生活的城
市的关系，如何挖掘好脚下这
一米的土地，我觉得这在当今
时代其实也是对于别处和远方
的态度。或者说，脚下这一米
土地也是理解更广大世界的一
个切口。以这样一种思考为底
色，来看海和写海，我提醒自己
首先要跳出描写大海、想象大

海、抒情大海的惯性，真正以自
己的方式介入大海，书写大海。

在《黄渤海记》这本书中，
我没有去描摹完整的大海，哪
怕是我所以为的完整书写，也
没有。我的一个理想，是在写
作中把海平面抬高1厘米，或者
把海岸线向前移动100米。海
平面升高，这意味着写作者要
超前思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

甚至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今天的海岸线都在后退，
如果沿着现有的海岸线再往前
恢复100米，这100米范围内的
存在物，大约都是近半个世纪
以来新建的道路或建筑，那么
这里面的故事，就是海在这个
时代的印痕和见证。所以，把
大海抬高，让大海移动，这在写
作中是可能的，也可以说是我

进入海洋主题的一个写作路
径，然后最终从大海回到人
海。海是一个背景，《黄渤海
记》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境遇。

我愿意在每一篇文章中都
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相信
笨拙的力量，相信诚实的劳动，
相信“你怎么对待文学，文学最
终就会怎么对待你”，一直扎扎
实实地写下去。

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有属
于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的根据
地，对于王月鹏而言，海就是他
的根据地。他将情感的激流、
思考的触角付诸笔端，深潜于
烟台丰沛的自然、历史、文化资
源，八年内先后推出四本以大
海为主题的书，足见他对海的
深情。如果说《海上书》《渔灯》
《烟台传》是三封写给海的情
书，我更愿意把《黄渤海记》视
为一本当代文人面朝大海的沉
思录。这份沉思丰厚而扎实、

深情而自省。
涉及历史掌故、近代变迁，

如蓬莱神话、先民的海神信仰、
历史长河里让人难忘的钓者背
影等，这些带有历史元素的文
字成为一面镜子；《芙蓉坡》《一
座新城》等篇章，用文学的语言
勾勒了黄渤海地区近代以来沧
海桑田的变迁。所谓“以史为
鉴”，对这些内容的书写和阅
读，对作者与读者而言，是一种
自我照见和审视。

涉及自然生态，关于海的

文字如静水流深，娓娓道来，让
人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
《亦耕亦渔》《赶小海》等很多篇
章中都体现出的对海洋生态资
源的关注，引人深思。作者在
书中说道“对于大海，我们并不
比一条鱼了解得更多。”这是生
命个体面对大海的一种自况。
联想到作者对文字精益求精的
态度，我也从中读出他在文学
面前的一种谦卑。

涉及地域风俗文化，《渔家
浓烈》中有关胶东美食的文字

活色生香。《民俗中的怕和爱》
一章中介绍了很多胶东地域习
俗文化密码。《海边“异人”》一
章中介绍了古往今来胶东半岛
的很多名人，所谓“人杰地灵”，
对这些名人的介绍无疑极大增
强了黄渤海地域的文化魅力。

涉及人生感悟与思考，书
中并没有专门一个篇章集中阐
述作者对人生的思悟，但包括
《新型关系》《开冰凌》在内的很
多篇什都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种
自我检省的意识和态度。

宋向伟：用“大心”感受“大水”

崔庆蕾：地方性叙事和海洋叙事的优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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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向萍：一本当代文人面朝大海的沉思录

《黄渤海记》是一部由作家
王月鹏浇注了自己对当地所持
有的全身心倾注的深挚情怀、
字字句句皆流露出“崇真尚情”
写作旨归的散文佳作。也可以
说，作家王月鹏以自己的散文
写作，不经意间为山东、为烟
台、为黄渤海海边的人们，提供
了一张最好的文化名片、文学
名片。新时代文学地域文化特
色的散文写作的意义，或许就
在于此。

《芙蓉坡》一篇，作家写到

八角村全村人已经生活在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富
裕生活当中，村支书适时提出
他们不仅面临两座百年以上的
宗祠亟需保留、保护的问题，他
自己更是对已经越来越少见的
农具、曾经的人文历史里面的
物事渐隐入历史当中，感到发
慌。村支书怀着迫切的主观心
理愿望，奔走搜集、将之记载下
来并保留传承下去。村支书非
常认真地参与过村志的编纂。
其实，《黄渤海记》何尝不是作

家王月鹏以文学之笔、散文之
笔，给生活在黄渤海边上的人
们，给这里的海、景、人们所留
下的一部可以传承下去的、以
散文文体呈现的文学“志”书？
从《黄渤海记》可见，这样的写
作因其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与
博物的特点，而较容易激发读
者的阅读兴致，能让有着海边、
半岛生活经历的读者产生很强
的代入感。

地方志的书写，是自古延
续至今的一种书写传统，而且

同时显示出博物的传统其实
也一直蕴含在中国文学传统
当中。地方志的作用与价值
不容小觑，但其文学性相对不
足，也是一个显见的问题。《黄
渤海记》带给我们的惊喜与启
示之一，或许就是——其实在
新时代文学散文话语建构当
中，完全可以有文学性、艺术
性充盈的文学之笔，写作出既
感人耐读又有着地方志、地方
文化传承赓续意义的散文作
品、散文精品。

刘艳：文学“黄渤海”的书写路径与散文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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