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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城市的灵魂，是一座城市走向诗和远方不可或缺的底气。今天，我们如何用文学承载城
市记忆？石嘴山市作为宁夏乃至西北的一座工业重镇，在时代的浪潮中孕育了厚重的工业文明，也
是中国工业变迁的一个缩影，目前正在全力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平台。

6月3日至6日，石嘴山市开展第三届宁夏文学周暨宁夏城市文学系列活动，多位知名作家齐聚
石嘴山，共赴一场城市文学之约，共话“城市文学”未来与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通讯员 张成吉 摄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
石嘴山市列为“全国十大煤炭基
地”，为宁夏挖出第一吨煤、炼出第
一炉钢、发出第一度电，撑起宁夏
经济的半壁江山。如今的石嘴山
市正在建设产业转型示范市，并提
出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
地，对此，您怎么看？

刘庆邦：石嘴山市打造“城市
文学、工矿文艺”高地可以说是正
当其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工
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非常快，
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在全世界都是
领先的，但我们的文学对此表现还
是不够的，尤其是城市文学和工业
文学。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我的长篇小说《花灯调》也
入选了这个计划。但我觉得，这需要工业题材的创
作齐头并进。宁夏作家长期以来一直以乡土写作
为主，代表性的作家有郭文斌、石舒清、马金莲等，
工业题材比较缺乏。现在石嘴山市提出了打造“城
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是一个创新，希望宁夏以
此为目标，在重点作家联系、重点作品扶持、青年作
家培养、工业领域采风、系列作品出版、重要作品研
讨推介等方面加大投入、持续用力，全方位、多视角
展示以石嘴山市为主的辐射宁夏老工业基地的厚
重与生机，深刻挖掘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喜怒哀乐
与酸甜苦辣，力求推出更多反映新时代宁夏的精
品力作。

记者：从农民、矿工、记者成长为一名作家，您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庆邦：一个作家的写作，要有自己的精神根
据地。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那
写作就没有根基。

我的精神根据地第一个是我的农村老家。我
在农村长到 19岁，初中毕业以后就回家当农民挣
工分，什么活都干了，写了大量的乡土题材小说。
第二个精神根据地是煤矿。我在煤矿工作、生活了
9年，在井下当过采煤工、掘进工、运输工，还谈了恋
爱，娶了妻生了子，所以，煤矿这个体系我熟悉，作家
写作和矿工挖煤实际上差不多。地下的煤分了很多
层，需要一层一层往下挖，每一层都不一样。可能你
觉得已经没有了，可是真要挖起来，说不定还能挖出
来，质量也许会更高。第三个精神根据地就是北
京。1978年我从煤矿调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快
50年，也有了很多的城市生活的积累，开始写城市
小说。我在前年开始写北京生活的系列短篇，从“保
姆”切题，写了十几个保姆的故事，她们年龄有大有
小，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随着打工进城的
大潮来到北京，进入到不同的家庭服务，有着不同的
遭遇。有的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城市，有的却很难和雇
主处理好关系。我觉得保姆虽然都是从农村来的，
但是她们像打入城市的尖兵一样，看到城市生活中
的好多秘密，选这个切入点更能体现城市的特征。
所以说，在精神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同时，提供给作
家的创作素材也越来越多，可写的东西非常多。

记者：工业题材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文学
如何书写新时代工业，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

李晓东：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沈阳召开了“火车头文
学创作座谈会”，请来蒋子龙、梁晓声等共同研讨，到沈阳飞
机制造厂、大连造船厂等大国重器的生产基地参观。新时代
是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增长方
式的时代。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为工业
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相对于乡土文学传统和
许多作家幼年时积淀的乡村生活记忆，工业题材相对陌
生，这就需要作家有意识地深入工业企业第一线生活，积
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如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新的工业形式，以及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科研与生产

者等，都具有许多新的面貌，需要作家了解与表现。
记者：2020年前后，中国形成了一批以“城市传记”为主

题的写作，还有像电视剧《繁花》的热播。我们如何用文学的
形式探讨城市变革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李晓东：我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近 20年，和小说《繁花》
的作者金宇澄很熟悉。但电视剧《繁花》和小说原作区别非
常大。小说主要表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电视剧《繁
花》则聚焦 20世纪 90年代的上海，风格也由淡雅怀旧变为商
业进取。但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真
切记忆，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小说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
文学奖，电视剧达到现象级。同样还有梁晓声的《人世间》。
两部作品表达地域南北有别，作品风格也不尽相同。之所以
获得成功，表达共同的城市记忆是根本原因之一，许多有共
同经历的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过去，产生强烈共鸣。这
也是近年来“城市传记”兴起的内因。叶辛的《上海传》、蒋蓝
的《成都传》，特别是邱华栋的《北京传》，以城市空间变迁为
基线，勾勒出古都三千年风云，是了解北京的最佳途径。

记者：石嘴山市在时代的浪潮中孕 育 了 厚 重 的 工 业
文明，您如何看石嘴山市提出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
概念？

李晓东：石嘴山市提出“城市文学”的概念，具有历史的
和现实的合理性。石嘴山市是以煤矿为核心的工业城市，而
中国的城市化，正是从煤矿开始的。20世纪 80年代初中期，
煤矿工人家属可以“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我就是“农转非”大军中的一员。农转非之后，煤矿从一个工
作单元变成工作、生活并存的单元。在煤矿出生的孩子，煤
矿就是他们的故乡，选矸楼、矸石山、火车道、矿井口，和树
林、小河、庄稼地一样，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当代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如石嘴山市这样“因企设市”的
城市，随着产业的转型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许多设施失去实
用性，变成了遗存。就其历史年代和文化价值考察，还达不
到文物级别，却是城市过去最鲜活的证明，而且承载着几代
人的青春回忆。文旅融合战略为城市文化的活态保护和
城市记忆的活态传承创造了空前机遇，也是工业城市转型
发展的巨大机遇。

记者：当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日新
月异，作家应如何书写工业文学？

陈仓：工业文学的书写，和其他题材
文学的书写一样，关键是写人。既写人
的生活、人的命运，还要写人的精神追
求，写一代代工业人的历史、现在和未
来。这需要作家有敏锐的目光和深入
思考，像一台透视机一样，不仅照出人
的血肉，还要照出灵魂的光芒，并将这
些光芒提取出来，为更多人照明方向，
提供前行的动力。

记者：石嘴山市打造“城市文学、工矿
文艺”高地有什么重要意义？

陈仓：文学创作是一个为万物注入灵
魂的过程，可以为一片土地找到诗意和远
方。我来之前，总以为石嘴山市地处大漠、戈壁，是一个荒
凉的地方，没有想到一踏上这块土地，看到的是碧绿的湖
泊，湖泊上漂着莲叶，可谓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的景象；再来到星海湖广场，那里绿树成荫，各种石雕
点缀其中，年轻人牵手徜徉其中；不远处的贺兰山延绵
不绝，山间有淡淡的岚，山顶有白白的云；还有一条条
夜晚的街市，市民吃烧烤、喝酒、聊天，不时地发出欢乐的
叫声，个个脸上都是幸福祥和的表情。说真心话，不是江南，
胜似江南，是一个有灵气、有秀气、有朝气的城市。

文学和花草树木一样，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活，肯定是诞生文学的热土。随
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典型人物的涌现，为我们作家
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和人物形象。希望作家们
能够把握住机遇，深入火热的生活现场，创作出优秀的
文学作品，为广大人民立心，为这座城市塑魂，为一个
伟大的时代立碑。

记者：文学如何书写有精神高度的城市文学和工矿
文学？

郭文斌：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应该把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写出来，体现中
国精神，展现中国形象，赓续文脉，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书写人民，书写这个时代，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石嘴山市提出城市文学和工矿文艺，这个文学的方法论
是非常有力量的，使石嘴山文学和西海固文学成为一个并行
的概念。石嘴山市是宁夏的工业老区，对宁夏而言，可以说
有“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有一代支宁人的青春和梦想。
如果写好，我觉得可以写出来像《青春万岁》这样的巨著，但
需要作家做深入的采访和调研，目前我们的文学审美还是有
些偏向于乡土文学，石嘴山市能够在宁夏文联和作家协会及
中国作协的支持下，以文学周的形式举办这样的主题活动，

一定会催生出优秀的城市文学精品力作。希望通过这种推
动，能够出现一个有精神高度的城市文学。

石舒清：石嘴山市提倡的“城市文学”，与具有浓郁乡土色
彩的西海固文学形成遥相呼应、互激互励的态势，是对宁夏文
学版图的有效补充和必要平衡。在城市文学交流会上，中国
作协的李晓东先生谈到都市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异同，他说有
些城市是消费型的，有些城市是生产型的，他说石嘴山市属于
生产型的城市，我觉得他说出了石嘴山市的某种重要特性，所
以我们在创作我们的城市文学时，要抓住并体现出我们的特
点来。这几年石嘴山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让人印象深刻，
好风凭借力，希望石嘴山市的创作者能抓住这个好机会，
尽早出现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拳头作品，这样一块能源源
不断地产出黑金子的厚土，出现像太西煤一样声名远播的
作家、艺术家，再自然不过了。

郎伟：新时代的工业文学首先应该充分展示全球
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和生活潮流，生活于目前工厂空
间的人们其思想观念和内心世界已经与前辈们有了巨
大差异，如何真实地描绘21世纪的工厂新人形象，是必
须完成的艺术任务，也是挑战。

石嘴山市是宁夏的工业重镇，在当代宁夏工业建
设发展史上，石嘴山市的工矿企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扮演过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曾经是中国当代工业城
市建设与发展的排头兵。现在，石嘴山市正处于经
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文化
建设和发展上提出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
我觉得恰逢其时。石嘴山市有相当漫长的工矿业发
展史，当年曾经聚集了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积累和
洗淀了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和内心波澜，而今又面临
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这一切都为打
造城市文学和工矿文艺提供了可堪使用的丰富源
泉。对于石嘴山作家而言，焕发卓越才情，立足于石
嘴山的独特历史与文化（尤其是移民文化），创作出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作品，是必须认真完成的光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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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宁夏文学周暨宁夏城市文学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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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东：宁夏打造“城市文学”品牌具有历史和现实合理性

刘庆邦 中国煤矿作家
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
等 12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
集 70 余部。曾获鲁迅文学
奖、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

《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
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
银熊奖。

李晓东 文学博士，作家、副编审。现
任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代表
作《雪落秦州》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散
文《在王陶村遇见乡愁》获第十二届丁玲
文学奖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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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 诗人、小说家，媒体
人。主要作品有“进城系列”小
说集《父亲进城》《女儿进城》等
八卷。曾获鲁迅文学奖、三毛散
文奖、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等。

郭文斌 石舒清 郎伟：书写有精神高度的城市文学
郭文斌 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石舒清 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郎 伟 著名评论家，宁夏大学教师、博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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