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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李鲁平：

新时代长江故事为长江叙事提供丰富资源
10月16日，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

协副主席李鲁平在研讨会上表示，新时代长
江故事纷繁广博，为新时代文学的长江叙事
提供了丰富资源。

李鲁平说：“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到农业
现代化，从生态环保、升级转型到绿色发展，从
河道整治到黄金水道建设以及南水北调为代
表的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处处有令人惊叹的长
江巨变。这些元素和素材为新时代文学的长
江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是我们讲好长江故
事应当充分关注并加以体会的变化。”

长江主题文学精品创作研讨会上，李鲁
平讲述了 3 个发生在长江上、中、下游城市
的典型故事，以此表达长江这 10 年发生了

很多变化。“如同长江水每天都是新的，每一
年每一天长江都有新故事。有历史文化的
变化，有农业的变化，更有科学技术的变化，
我们要深刻地接近和理解当代的科学技术、
人们的生活，并且把他们的人生转化为长江
叙事。”

李鲁平今年出版了长篇非虚构纪实文
学《长江这10年》，该书切入长江沿线过去10
年走过的历程，反映长江经济带近10年来在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下呈现
的新面貌，既呈现长江文明的丰富与辉煌，也
展示长江文明在当代的传承与弘扬，为“讲好
中国故事”提供了鲜活的文本。

（叶飞艳）

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周光华：

每一条支流、每一朵浪花都值得去书写
10月16日，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周光华

（周缶工）在研讨会上说：“每一条支流、每
一朵浪花都值得去书写，因为没有支流就
没有干流。静水深流是一条河流的美德，
也是我们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操守和追求。”

“湘江、赣江北去，汉江南来，浏阳河、
捞刀河西行，最终都汇入长江，奔向大海。
因此，我们的文学和文艺创作，也应该是万
流奔腾，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周光华从小
生活在湖南浏阳捞刀河畔的一个屋场（即
自然村落），他的创作与长江的二级支流
——捞刀河息息相关，无数次提及这条河
流，书写河流边的屋场以及屋场的人事和
风物。

在周光华看来，讲述支流、讲述浪花、
讲述水草、讲述渔船、讲述风帆、讲述渡
口，讲述河流周边的村庄、城市的前世今
生、过往和发展，痛点和热点，未来与希
望，应该都能从属于“一江碧水的时代篇
章——新时代文学的长江叙事”这个大主
题之下。他说：“我们文学创作的题材确
实是源源不断，在于我们要变换视角去挖
掘去发现。一条河流，会翻出无数波浪，
生出无数水草和鱼虾，演绎出人世间许多
悲欢离合。河流在变，又没有变，变的是
世道人心。怎样展现变化的世道人心，是
我们写作者的课题。”

（叶飞艳）

长江日报讯 楚天高远阔，江水摇碧
空。10月16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武汉市
委宣传部指导，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武汉作家协会、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
（芳草杂志社）承办的第十一届“三江笔会”
在武汉启动，来自武汉、长沙、南昌、上海、重
庆、南京的30余位作家，以“一江碧水的时代
篇章——新时代文学的长江叙事”为主题进
行研讨，交流创作经验，共话新时代文学工
作者的新使命。

自 2013 年开始，“三江笔会”由南昌、

长沙、武汉三地文联轮流主办，至今已连
续举办十届，成为中部地区三座省会城
市的重要城际文学交流平台和知名文化
品牌，对加强中部地区文学交流协作、书
写长江经济带发展、挖掘城市文学特质、
表达城市文学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助推器
作用。本届“三江笔会”还特邀了上海、
重庆、南京等长江沿线城市作协代表共
同参与，从“三江”（汉江、湘江、赣江）到
长江，意在多维展示从巴山蜀水到江南
水乡的千年文脉，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

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创作出
更多彰显时代主题、凸显长江文化内涵
的文学精品。

据介绍，鉴于“三江笔会”不断扩大的影
响力，第十一届“三江笔会”被纳入长江中游
城市群2024年重点合作事项，并作为首届长
江文化艺术季之“遇见长江”文学周的一个
重要组成单元，与“长江主题文学精品创作
研讨会”合并举办。长江主题文学精品创作
研讨会上，参会作家围绕“一江碧水的时代
篇章——新时代文学的长江叙事”主题，共

话一江碧水的历史渊源、丰富内涵、时代价
值、现实意义，探讨新时代弘扬长江文化的
有效途径。

笔会期间，六地作家将近距离感受武汉
城市发展新貌，走进长江文明馆、汉口文化
体育中心非遗馆、车谷智能驾驶中心、岚图
汽车生产线、江汉关博物馆、汉口历史风貌
区等地参观采风，领略和书写武汉的深厚文
化内涵与一江碧水奔流、一派新貌展现的壮
阔时代风景。

（叶飞艳）

第十一届“三江笔会”启动，六地文学名家聚首武汉——

共话“新时代文学的长江叙事”

■长江日报记者晋晓慧

“千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在长江
流域创造了古代文明，长江流域丰富的
非遗技艺文化传统并不是简单的民间手
工艺文化，更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表
征，其‘活化’发展大有可为。”在长江文
化艺术季“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举办
之际，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湖北美术学院
教授、湖北美术学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
刘茂平，就长江流域非遗技艺文化及其
活化利用进行解读。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长江流域
考古资料已经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从长江上游的大溪
文化，到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下
游的河姆渡、良渚文化，其主要的文化遗
存物陶器、玉器等，既是文明的见证，也
是长江流域先民的伟大技艺创造，这些
技艺和长江流域人民创造的其他技艺一
道，构成了长江非遗的源流。”刘茂平介
绍，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耕文
明区域之一，人们和自然的关系最亲密，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非遗技
艺，形成了诸多特色——一是结合生产
生活必须寻找方便的材料，并且善于对
材料善加利用促进文明发展；二是人民
心灵手巧，技艺精湛高超；三是以这些高
超技艺制作出足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特
征甚至反映民族文化性格的器物。“集中
体现这些特点的，非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制作技艺莫属，独特的文房用具和中国
独特书法绘画艺术相互成全、相互促进，
使中国书画艺术成为世界文化的璀璨明
珠。”

“竹制品制作相关的非遗技艺，也集
中体现长江流域以上特色特点。长江流
域竹子分布广泛，长江流域的先民利用
这身边之物，对竹子的实用和艺用，十分
广泛。在即将举办的非遗展览中，有竹
刻（嘉定竹刻）、竹编（东阳竹编）、竹雕
（安徽）、竹编（瑞昌竹编）、竹刻（宝庆竹
刻）、梁平竹帘（陆晓刚）、竹雕（新洲竹
雕）、木雕（武汉张静木雕）、章水泉竹艺
共九项，这些技艺无不体现我们前面所
总结的特点。”刘茂平补充道，“我们还应
该提一下对中华民族人民健康做出过巨
大贡献的中药炮制技艺，也是先民们在
与大自然打交道中发现了具有治疗价值
的天然药物，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丰富的中医药制作体系，同样充分体现
了中华文化特色。”

谈及长江流域非遗传统技艺与大众
生活的关联，刘茂平表示，长江流域非遗
技艺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很多
是随着人类逐渐发展、成熟并传承下来
的，每一项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让非遗
文化‘活’起来，一直是非遗保护中重要
的课题，只有将非遗项目活化利用，融入现代人民生活中，
保护也才有意义”。

他认为，非遗项目大致分为两类，其活化利用十分具有
时代价值，非遗保护是一条毋庸置疑需坚定前行的道路。

“一类是仍然活化在人民生活中，不仅活化，而且借助现代
审美意识实现了升华。”刘茂平介绍，如陶瓷、漆器，不仅生
活中还在使用，特别是陶瓷器具，与大众每天的生活都离不
开，更厉害的是，陶瓷、大漆现在已发展成为艺术重要的材
质，使得以此材料为材质的艺术品陶艺和漆艺，成为世界性
的艺术，影响巨大。与丝织技术有关的织造技术也发展成
纤维艺术，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至于陶瓷
发展出巨大的工业陶瓷体现，那更是陶瓷之国对世界的巨
大贡献。其他的非遗技艺，如石雕、民族乐器制作、绣品技
艺、制扇、制伞等，很多技艺都和大众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

“还有一类，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方式的改
变，已经退出人民的生活。但是，它又是有内涵和传统文化
价值的，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和标志物，这一部分是需要保护
的。”刘茂平表示，保护的目的是活化，只有活化，才能传承，
这就需要有一些扶持和措施，如非遗保护的大部分是指这
类，“举例而言，如剧装戏剧制作、挑花、各类绣活、简牍制作
等，由于需求减少，要‘活’起来，就需要有保护扶持措施”。
他认为，非遗技艺大部分原来是和生活日用相关的，现代工
业的发达，由更价廉物美的产品替代了它们。而非遗技艺是
具有时代价值的，它蕴含着民族智慧。如若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调查并开拓市场，响应大众需求，发掘这些技艺产品的文
化价值、工艺价值、审美价值，使之向文创产品、精神产品、文
化产品方面转型，就会找到它新的需求点，“比如，有一部分
是曾经一度脱离大众视野，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
求量增大，已经‘活’起来了，如制香、石雕等技艺”。

“我们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文化精
神的需求不断增加，非遗的‘活化’发展一定大有可为。”刘
茂平说。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通讯员董云霞

“你见过给长江铺地砖的吗？因近期连
续干旱，长江水位创历史新低，武汉天兴洲
江底竟然出现一条铺满地砖的马路。”近
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并配以文字解说，表示
疑惑。

“马路”长度足有几百米，地砖排
列整齐

网友在发布的视频中介绍：天兴洲江底
的“马路”长度足有几百米，地砖排列整齐，
间隔均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么您知
道这是哪个年代的建筑，又起着什么样的
作用呢？

视频发布后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
论，有网友猜测：“是不是一座古墓？”“有没有
可能以前这里就是码头？”还有网友表示：“曾
经这里有座宫殿，随着地质的变化，陷下去
了。”“古代长江淤积没这么严重，所以水位没
这么高，这是当初的江滩，这是祭祀台，用途
是祭祀，祈求河神保佑子民的。”

10月15日上午，长江日报记者探访天兴
洲沙滩营地，只见长江水位相比汛期时下降
了不少，茫茫沙滩，经前一夜的降雨之后，沙
滩潮湿松软，部分沙坑中有积水。三三两两
的市民自驾来到此地，将车停在江堤上，步行
来到沙滩上休闲和拍照。

记者探寻发现，沙滩中确实有一些人工
铺就的石块。有市民告诉记者，网友视频中
拍摄的“地砖路”位于天兴洲洲头处，当长江
进入枯水期时，“地砖路”清晰可见。记者通
过百度地图遥感影像能清晰地看到，天兴洲
洲头的沙滩上，有一道笔直的白色“道路”直
抵长江，这条“道路”还有几条分支。

地砖路不是考古新发现，而是航
道整治工程

“网友所说的天兴洲沙滩上的地砖路并
不是考古新发现，而是航道整治工程，由长江

航道设计研究院设计，长江航道局组织建设，
时间在2013年左右。”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峰介绍，天兴洲河段武
昌一侧是凸岸，汉口一侧是凹岸，随着江流的
长期侵蚀，凹岸一般是会冲刷后退的，而凸岸
则会逐渐淤涨。“现在长江的主河道在右汊即
武昌一侧。对于天兴洲来说，其右缘处于凹
岸，存在崩退的趋势，如果洲头后退、右缘崩
退多了，凸岸一侧就会相应淤涨，影响该段航
道稳定以及枯水期武昌沿岸码头、取水口的
正常运行。”

张小峰解释，在天兴洲洲头修筑的整治
工程，是为了护住洲头，以避免洲头后退和
枯水期河槽展宽，维持长江航道的稳定。“整
治工程总体布置为鱼骨坝形式，工程头部向
上游延伸得比较远，其真正的长度要比网友
拍摄画面中的长得多，差不多是其6～7倍。”
张小峰说，网友拍摄的是整治工程的景观道

路，在冬季长江水位较低时有意让市民有更
好的亲水体验。这段只占全长的五分之一
左右。

张小峰进一步介绍，再往前追溯至20世
纪 80 年代，天兴洲也修筑了整治工程，当时
余家头水厂的自来水取水，每年都有若干天
取不了水。而武钢为了一米七轧机的配套
工程，也需要兴建一个取水口，以保障钢铁
生产，所以需要守住天兴洲洲头与右缘，不让
其崩退，从那时开始就在天兴洲修筑整治工
程了。

“20世纪80年代，对航道的水深要求3.5
米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江黄金水
道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对长江航道的整治比
以前有了更高要求，以满足不断提高的通航
水深。前几年武汉至安庆长江航道水深提升
到了4.5米，如今武汉至安庆的长江航道水深
已提升到了6米。”张小峰说。

鹦鹉洲和杨泗港长江大桥之间也
有类似工程

记者搜索发现，鹦鹉洲长江大桥与杨泗
港长江大桥之间也有类似的工程，曾引起网
友广泛讨论。

张小峰解释，这是武桥水道（航道）整治
工程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控制长江主流在
大桥上游不过早地偏向武昌侧。没有它，
长江主流就会偏向武昌侧，汉阳侧会淤涨
出大边滩（该工程实施前枯水季节站在大
桥上可看到汉阳侧的沙滩会一直伸到江中
间，这几年小多了），使得枯水季节长江大桥
的通航孔（在长江大桥中间）难以满足通航
条件。该工程实施后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航
条件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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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洲江底有条铺了地砖的马路？
水利专家：有意设计，是航道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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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刘岩

网友拍摄的天兴洲航道整治工程
露出江面的部分。 视频截图

天兴洲沙滩。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