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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末，贵港市作家协会在翰林书苑举办

第 一 期 写 作 交 流 会 。 贵 港 本 土 作 家 与 贵 港 日

报文学爱好者俱乐部成员代表深入讨论对“童

年记忆与文学创作”这个主题的理解。

本次活动旨在利用交流的形式提高大家的

写作水平，也是为接下来的“荷城读书汇”预

热，激发市民的读书热情，推进“书香贵港”

建设。

岑叶明 （主持人，青年作家，笔名
叶明岑，广西作协会员）：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贵港市作协第一期写作

交流会。

“当我开始写作，就想起童年往事，把童年

结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莫言承认，

“反正童年经验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童年记

忆对作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我自己的创

作中，也有很多作品从童年的记忆延伸而来。

或许是因为我年纪尚小，还没有很丰富的人生

经历，童年的记忆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养料。

在座的各位老师，有的到了而立之年、不

惑之年，也有人快要“知天命”了。老师们站

在 各 自 的 人 生 节 点 上 ， 回 望 过 去 的 生 活 与 创

作，对这个主题的认识应该有所不同。

梁运义（市作协副秘书长）：

在我个人有限的文学创作中，《老井》 是

一 篇 得 到 认 可 的 文 章 。 它 的 主 体 内 容 就 是 围

绕 一 口 老 井 发 生 的 童 年 故 事 。 文 章 在 公 众 号

发 出 后 ， 在 我 的 朋 友 圈 荡 起 了 一 圈 圈 的 涟

漪 ， 阅 读 量 和 赞 赏 都 创 下 记 录 ， 文 章 还 获 得

了 自 治 区 级 的 文 学 奖 。 后 来 想 想 ， 之 所 以 有

如 此 成 绩 ， 一 是 “ 童 年 记 忆 ” 这 个 题 材 本 身

的 魅 力 ， 二 是 我 的 朋 友 圈 就 是 老 井 的 朋 友

圈 ， 老 井 的 童 年 记 忆 很 容 易 就 拨 动 了 大 家 那

根敏感的神经，引起了共鸣。

我市著名作家潘大林先生，有一本散文集

叫 《没有电的日子》，读他的文集，你就知道，

是 那 些 “ 没 有 电 的 日 子 ” 陪 他 度 过 了 童 年 时

期。通过这本文集欣赏潘老师的童年画卷，仿

佛就闻到了一股陈年的青草牛粪的气息，它在

你的眼前缭绕、氤氲。

纵观文学史，许多文学大家就是借着童年

的记忆，写出了传世的文学作品。我们最熟悉

的就有高尔基的 《童年》，这部作品真实地描述

了作者苦难的童年。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 《朝

花夕拾》，也有许多写童年的文章。台湾女作家

林海音的代表作 《城南旧事》，讲述了英子童年

时的故事，寄托着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

北京城南悠远的思念，表达了让心灵的童年永

存的初衷。童年是人生的文学财富，让我们拿

起笔，去挖掘、开发这笔不可多得的特殊文学

财富吧。

李品贞 （市作协会员，覃塘区石卡
二中教师）：

我的童年记忆有很多，到现在为止都还很

清 晰 ， 比 如 说 那 时 候 兄 弟 姐 妹 多 ， 我 和 两 个

妹 妹 跟 奶 奶 一 起 睡 ， 每 天 晚 上 睡 觉 前 听 奶 奶

讲 故 事 。 刚 才 运 义 老 师 讲 到 ， 童 年 是 人 生 的

文 学 财 富 ， 我 觉 得 听 奶 奶 讲 故 事 ， 便 是 我 的

第一笔财富。

我们村有一个很大的鱼塘，记得初中的时

候，来自博白的历史老师和我去摘玉米，她就

说：“品贞，你们这里有大海，你怎么没告诉

我？”其实不是大海，只是一个鱼塘。我们村叫

石卡新旺村，那个塘叫鱼鸽大塘。到冬天，水

干了之后，全村的老老少少都下去摸鱼。鱼塘

有很多石块，石块下有许多小洞穴，水干了之

后，水底的石头露出来，非常美丽。那时候，

全村基本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在读书，其他的都

是去干活的。到了周末，或者是放学后，我就

跟着哥哥们去玩，去抓鱼。

说起来，我儿时最大的遗憾就是那条手腕

一般粗的大鱼，真的好大，我没把它抓住，当

我喊我哥哥，他们跑来的时候，鱼已经钻到洞

里面去了。每次触到“童年”这个字眼，这些

画面就会跳出来。

凌丽 （广西作协会员，小学教师）：

关于童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毛写的一

本书，叫 《我的宝贝》。她在那本书里写到她童

年喜欢的杂物，小石头、羽毛等，她把它们写

成一篇篇文章。这本书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

也从小喜欢杂物，像手工、戏剧、阅读、珠宝

之类的我都喜欢。但我不知杂物可以这样自由

地被写在文章里。后来，我也学着三毛，把自

己喜欢的东西都写出来，合成一篇文章，叫做

《清欢九则》，《广西文学》 选了其中七则刊发

了，这是我的处女作。

这篇作品写了我童年时跟祖母做的手工拼

布 ， 还 写 了 戏 剧 、 珠 宝 ， 自 己 种 的 花 等 。 我

从 小 很 喜 欢 看 戏 ， 不 是 我 们 本 地 的 戏 剧 ， 是

杭 州 那 边 的 越 剧 ， 还 特 别 喜 欢 杭 州 一 个 很 著

名 的 女 小 生 ， 叫 茅 威 涛 ， 我 身 边 的 人 都 知 道

我 很 喜 欢 她 。 越 剧 舞 台 剧 很 唯 美 ， 场 景 偏 蓝

色 系 ， 剧 中 有 一 些 禅 味 的 唱 词 ， 比 如 “ 人 生

如 梦 幻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电 ” 等 。 现 在 ， 再 回

过 头 去 看 这 些 东 西 ， 就 会 觉 得 很 亲 切 。 有 人

说 我 的 诗 歌 比 较 简 洁 ， 还 带 有 一 点 点 哲 思 ，

其 实 就 是 童 年 喜 欢 的 那 些 东 西 对 自 己 的 小 小

的影响。

梁勇 （广西作协会员，市作协副主
席、港南区作协主席）：

我觉得，童年就是故乡，这两者是融在一

起的。童年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当我想写

东西时，好像顺这一条河寻找它的源头，找来

找去，发现泉水流出来的地方是我的童年、我

的故乡。

我写的小文 《老厅堂》 获得第二届广西网

络文学大赛一等奖。一位编辑告诉我，评审老

师说这篇文章写出了一个年代的记忆。后来，

朱 山 坡 老 师 把 它 选 编 进 了 《文 学 桂 军 二 十 年

（散文精选）》。这件事让我反思。回头看 《老

厅堂》，确实把我前半生的很多事情都写进去

了。从那以后，我有点自我清醒认识：都市、

青 春 、 情 感 等 题 材 ， 自 己 很 难 驾 驭 ， 就 写 童

年、写故乡。

印象 中 ， 从 2014 年 开 始 至 今 ， 我 发 表 了

两 三 百 篇 小 文 ， 百 分 之 七 八 十 都 来 源 于 此 。

所 以 ， 童 年 记 忆 和 我 的 文 学 创 作 密 不 可 分 。

童 年 与 故 乡 同 在 ， 故 乡 在 哪 里 ， 童 年 就 在 哪

里 ， 两 者 就 是 我 的 乡 愁 。 而 且 我 认 为 ， 过 去

的 都 是 童 年 ， 过 去 的 都 是 故 乡 ， 所 有 过 去 的

记 忆 都 可 收 进 童 年 的 魔 盒 。 而 在 写 的 时 候 ，

我 会 尽 量 加 一 些 时 代 的 印 记 ， 像 我 写 小 时 候

捉 鱼 ， 有 的 比 我 年 纪 大 十 几 二 十 岁 的 读 者 都

说 ， 哎 哟 ， 看 了 你 的 文 章 觉 得 很 熟 悉 ， 捉 鱼

的情形跟我小时候一样。

至 于 怎 么 写 ？ 个 人 觉 得 ， 一 是 文 字 简 练

点 ， 感 情 节 制 点 （不 是 无 情 ， 含 情 至 深 却 隐

藏、沉郁），谋篇留白点 （避免像拍照那样还

原，面面俱到）；二是写得有趣点，一本正经地

风趣幽默，别让读者睡着了。

覃红梅 （市作协理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奖状就是作文比赛一等

奖 ， 四 年 级 的 时 候 ， 这 张 奖 状 是 全 校 第 一 名

的，还得了一本非常精美的硬皮笔记本。当我

拿这张奖状回到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晰，我

爸爸非常高兴，全家人都很高兴。爸爸把奖状

很正地钉在墙上，这让我觉得我在家里面的地

位一下子就高了许多。讲起我的童年，进入写

作，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我对写作一直处于又爱又怕的状态，

尽管老师、同学都很仰慕。写作之所以让我害

怕，是因为从小看到的那些作家，他们的生活

都是非常的清苦，好像你一旦成为作家，你就

必须过那样的生活，所以我一直抗拒，成为一

个作家的渴望并不是那么强烈。

那是什么促使我这几年来又开始写东西了

呢？说到底也是老同学们的推动。分离多年之

后，同学们重新相聚，他们在同学群里面整天

夸我，说我是“才女班花”，我不敢告诉他们我

已经有 20 年没写过任何东西了。我怕他们会失

望。我反省了一下，感觉自己这些年来确实缺

少点什么，我得重新找回点根基，不然人就太

虚无、太缥缈了。后来在 2018 年覃塘区作协的

年 会 上 ， 徐 主 席 他 们 的 话 又 给 了 我 很 大 的 触

动，我回去想了一下，就开始着手写 《饥饿的

自留地》。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取材，百分之

八九十就来自于童年的记忆，是我童年经历的

再现。

前面大家说的都是关于童年非常美好的记

忆，但是我的童年刚好是相反的，我的记忆比

较沉重。我写 《饥饿的自留地》 的时候，确实

感觉真的是饥饿的状态，不是肚子的饿，是精

神关爱上的极度匮乏。当时我想，写完 《饥饿

的自留地》 这个长篇之后，我再也不会去写童

年的任何题材了，因为写这个是很艰难的。但

是，刚才我听了义哥还有梁勇说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的创作要回归童年。我回想了一下，

我们童年里面可能会有阴影，但是阴影当中也

会有一些灿烂的阳光，所以之前说以后再不写

童年之类的话，自己又给否定掉了。

谢珊梅 （市作协副秘书长，贵港日
报童心圆小记者签约教师）：

关于童年的记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

于像梁师兄说的那样，童年就是故乡，写的都

是乡愁，一些小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故乡 （城

市），所以我们的故乡要缩小范围，是以前那个

村 子 里 边 。 更 加 小 的 来 讲 ， 就 是 以 前 的 那 个

家。所以很多人在写童年记忆的时候，我觉得

更多讲的是自己的乡愁。现在的很多作品，起

码 我 看 过 的 大 多 数 作 品 ， 无 论 是 长 篇 小 说 也

好，还是散文、诗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乡

愁的记忆在里边。

每个时代不一样，比如说 20 世纪 80 年代的

童年跟 90 年代的童年不一样，你写出来的作品

多多少少会有那个年代的记忆，读者会收获很

多共鸣。我是有空就会写一些，讲的都是我身

边的人，父母和亲戚朋友。我的童年过得很快

乐，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是兄弟姐妹和父母

的 感 情 都 非 常 好 ， 留 给 我 的 记 忆 都 是 特 别 好

的。所以要写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

到要写童年，因此我觉得童年的记忆和文学创

作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文学财富。

朱昶丞 （华中师大中文系研究生，
江南中学语文教师）：

我当高中语文老师差不多十年，在课堂上

教 写 作 ， 跟 我 们 现 在 谈 的 文 学 创 作 是 “ 两 码

事”。我教的多是“八股文式”的应试高分作

文。现行新高考新课改，学生写作是要写出真

情实感，而不是假大空的文章。我们很难教学

生写出“真作品”，这是我、也是很多文化落后

地区的高中语文老师所面临的作文教学困境。

学生时常会困惑并私下议论：我们的老师，他

自己都不写，只会教些死板的文章，我们怎能

得到提升呢？带着教学的困惑，我来到这里。

关于童年记忆，我觉得要把这个时间概念

放进去。为什么人越老，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越

快？因为童年时接触的是百分之百新鲜的，随

着时间的流逝，遇到的新鲜的东西变少了，所

以 就 感 觉 时 间 过 得 快 。 我 觉 得 写 作 的 一 个 目

的，就是它会促使我们去不断阅读，不断接触

新事物，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充实、丰富、

多彩。

岑叶明：

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也谈

谈我自己吧。

我童年的经历比较深刻。刚开始，还没读

书之前很开心，无忧无虑。但自从父母离异之

后就变了，生活好像一下崩塌了，这是我聚焦

童年写作的第一个坐标。第二个坐标是奶奶的

病重，那之后，生活变得非常贫困。第三个坐

标 是 一 次 叛 逆 ， 因 为 我 太 调 皮 了 ， 父 母 离 异

了，没人教，六年级的时候去学校把办公室的

门撬开，把试卷撒得到处飞。这些经历使得我

的童年不太一样。刚才红梅老师说她的童年是

因为看了太多超过年龄的书才比较早熟，而我

是一种被迫的早熟。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受

到了很重的惩罚，身边的朋友都不敢跟我玩，

把我孤立出去。那是我生命中最孤独的时光。

到 了 中 学 后 ， 我 从 文 学 里 找 到 一 个 宣 泄

口 。 那 之 后 ， 我 一 头 扎 进 文 学 里 面 ， 越 扎 越

深，扎到了现在。我必须回头写童年，其实是

一种追问，也是一种生活的记录。那时候的生

活跟现在显然是不一样的，大时代的环境发生

了改变，还有城乡的巨变，和我个人的成长，

这些都是我笔下写的内容。我要回去追问，过

去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只有追问才能让我的

心灵得到安宁。答案是什么，我还没有找到，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次交流会到这里，时间也快到了，最后

有请徐主席作总结发言。

徐强（中国作协会员、市作协主席、
贵港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

举办这样的交流会，有几个用意：

第一，就是通过我们小范围的内部交流，可

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首先，我们通过这样的

交流增进了了解，然后提升我们的写作水平。有

交流才会有提高，我们要形成这样的氛围。

我经常讲，作家就是要拿作品说话，不要

像我们平时随意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不是说不

能讲，但是不要用口水的方式去讲，最好是通

过我们的作品去讲，比如说社会上哪个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你用你的作品来说，不要打口

水仗。

第二，是为“荷城读书汇”预热。这是比

较正式的读书会，要求每个人都要把整本书读

完再发言。我们这些作协会员是最应该读书的

人，但阅读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为什么潘

老师写文章那么有深度、有文化的底蕴？就因

为他读了很多书，他自己买的书也很多。

经过大量的阅读，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

一些想法。写文章，其实就是表达自己想表达

的东西。言为心声，只有心里面真正想表达的

东西，你才会拿起笔去写，如果不是这样，你

写出来的东西是硬生生地造出来的，像有任务

压着你去写一样。有自己真实的感情，有自己

真实的观点，有想要表达的欲望，我们才会把

它形成作品，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传递一种信

息，我们还是有人在读书的，而且是能够读出

一点东西来的。

说到童年，刚才梁勇也讲了，童年往往是

跟故乡联系起来的，很多著名的作家，其实到

最后都会写到他自己的童年和故乡。像林白最

近发表在 《十月》 杂志的长篇小说 《北流》，就

是以自己的故乡作为题目。不管你去到哪里，

不管你走多远、地位怎么样，始终还是要回到

自 己 的 童 年 ， 回 到 自 己 的 故 乡 去 ， 来 表 达 自

己，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莫言也是，他就写他

的故乡高密。很多作家，其实他写的东西就是

他 童 年 的 活 动 范 围 ， 他 故 乡 的 一 个 很 小 的 范

围。我相信童年和故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

要有文学，肯定还会有这方面的作品。

总之，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提升

我们自己，能取得多一点成绩，这也是实现人

生价值的途径之一。

覃丽（翰林书苑执行董事、总经理）：

我从事图书行业已经有 25 年了，所以也算

是在深耕这个领域。一心只卖一本书，因为有

这种情怀，才坚持做了下来。

翰林书苑面积那么大，怎么把它做成有灵

魂、有文化的一个综合体？当时思考了很久。

后来去广东走一走，到沿海发达的地方，到广

州、东莞、佛山走了一遍之后，我的想法就落

地 了 。 我 们 翰 林 书 苑 是 请 广 东 的 设 计 师 设 计

的 ， 大 家 也 看 到 ， 我 们 的 硬 件 是 做 得 比 较 好

了。但是如何推广全民阅读？还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

初心还是那样，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成为

读书人，让贵港有一间像样的书店，让大家能

够在这度过一整天。我这里有 3360 平方米，里

面有大家所看到的图书、文创产品，还有体育

综 合 体 、 艺 术 中 心 ， 把 琴 、 棋 、 书 、 画 融 进

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来。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贵 港 日 报 社 、 贵 港 日 报 文

学 爱 好 者 俱 乐 部 、 贵 港 市 作 家 协 会 、 贵 港 市

全 民 阅 读 促 进 会 以 及 各 部 门 、 团 体 的 支 持 ，

大 家 一 起 为 推 进 全 民 阅 读 贡 献 力 量 。 我 也 不

知 道 这 条 路 会 怎 么 样 ， 但 是 我 坚 持 要 走 下

去 。 今 天 有 缘 和 各 位 老 师 在 一 起 ， 我 觉 得 很

荣 幸 ， 也 希 望 大 家 以 后 多 提 意 见 ， 多 多 指

导，让我走得更高、更远、更强。

童年和故乡是永恒的文学主题
——贵港市作家协会第一期写作交流会纪实

整理/ 岑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