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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 �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
处驻会书记陈建功：

我对缙云充满敬意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施星

本报讯 在“吴越文学院”揭牌仪式上，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驻会书记陈建功
受邀参加， 他与吴越是相交 30 多年的老
友。 活动间隙，陈建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畅谈对丽水的印象和对文学的看法。

陈建功是第一次来到丽水，“来之前，
早就听说过丽水的美名， 但亲眼看到，还
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里的青山绿水独
具江南韵味，空气也特别清新，可见这里
的环境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除了环境，陈
建功还对丽水的美食赞不绝口。 美味的香
菇、竹笋，甚至是水煮鸡蛋，都让他念念不
忘。

“对于丽水的地方文化，由于初来乍
到， 我还没来得及进行深入的了解。 ”但
是，陈建功认为，文学是一个地方情感深
度的呈现， 一个地方出了一个好作家，足
以使我们对那个地方满怀敬意。 因为吴越
和他的作品， 陈建功对缙云充满了敬意。

“在他的笔下， 我看到了一部浙南山区的
风俗画长卷，也看到了历史文化的形象化
积淀，这些都很令我感动并为之着迷。 ”陈
建功说。

陈建功认为，吴越的成功，是在喧嚣
骚动的文学潮流中执着地坚守中国小说
美学的成功。 晚年的吴越，仍在全力进行

“中华传统小说评注本丛书”的写作，目前
已经完成了 15 部书稿共约 1000 多万字。
对此，陈建功表示了高度赞扬。“通俗文学
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小说评
注，其实是将传统小说‘翻译’成更通俗易
懂、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它丰富
了文学生态， 展示了百花齐放的美好景
象。 ”陈建功说。

对于“吴越文学院”的建立，陈建功表
示这有很强的传承意味，对于缙云文学的
薪火相传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他也寄语
丽水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写作必须植根
生活，立足本土文化，不断丰富自身阅历，
才能创作出有内涵有特色的作品。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施星

本报讯 8 月 26 日上午，缙云县新建镇交雅
村文化礼堂内宾朋满座，热闹非凡，以缙云籍著
名作家吴越名字命名的“吴越文学院” 正式揭
牌，文化界、企业界和新闻媒体代表及当地村民
约 1000 人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涵养文气
“吴越文学院”是书籍的宝库

交雅村古民居和历史遗存资源较为丰富，
村文化礼堂就坐落在村口的几株古木之下，环
境清幽，“吴越文学院”就开办于此。 而这一项目
从策划到落地，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浙江轩龙
百景旅游公司总经理刘伟民。

刘伟民是缙云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农民作
家，2015 年，他写了一本《仙都百景》，怀着忐忑
的心情寄到北京请吴越指正。 令他喜出望外的
是，吴越认真看完了这些文章，提出 260 多处修
改意见，并亲自写了 5400 多字序言。 从此，两人
结成忘年之交。

为了提升吴越先生的知名度和弘扬括苍文
学，同时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刘伟民积极
筹建“吴越文学院”。 历时两年多，投资 200 多万
元，“吴越文学院”终得以与世人见面。

“吴越文学院”同时也是吴越作品陈列室，
走进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书籍的宝库。 院内置
放了数十个书架，陈列着吴越生平著作，更有吴
越从北京寄来的十几箱私人藏书。 看着这些作
品， 这位传奇作家的一生仿佛也徐徐展开在读
者面前。

吴越先生于 1932 年出生于缙云县，他是语
文、科普、文学三栖作家，目前已经出版书籍 109
本，包括文学著作 53 本 3000 多万字、电脑教材
55 本 1000 多万字，另有待出版作品《吴越文集
集外集》2000 多万字。代表作《括苍山恩仇记》曾
在两年内卖出 70 多万册，轰动一时。

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 著名作家张抗抗在
《吴越先生作品陈列室前序》 中所言：“从今往
后，吴越作品陈列室与缙云的青山绿水同在，吴
老毕生的创作成果， 与缙云悠久的历史文化同
在。‘吴越作品陈列室’将为缙云的文化山水增
光添彩，成为缙云一道永久的文化风景。 ”

培养文士
是吴越最大的心愿

昨天上午，“吴越文学院” 迎来了正式揭牌的
时刻。 参加揭牌仪式的除了缙云当地文旅和宣传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等， 还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书
记处驻会书记陈建功， 语文出版社副编审冀丽
萍， 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黄亚洲， 以及与吴越相
交数十年的日本友人中山钦司等文学界和出版界
大咖，可谓群贤毕至。

仪式上，陈建功、冀丽萍、黄亚洲和中山钦
司等人轮流发言，高度评价吴越作品文学价值，
并对“吴越文学院”开院表示了祝贺。 在致答谢
词时，吴越一度哽咽难语。 他表示，家乡人民的
深情厚谊令他无比感动，内心也充满了感恩。 感
激之余， 吴越最关心的还是家乡的文化事业。

“我的老师曾开玩笑说我成为小说家是历史的
误会，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优秀的小说家，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家乡能出比我更好的作家。 ”
吴越诚恳地表示，他想在丽水收一名弟子，亲自
教授写作。

除此之外， 吴越还有一个心愿———给家乡留
下一些有关缙云方言研究的“种子”。 吴越的本行
业务是语文研究，早在 60 年前，他就是文字改革
出版社（今语文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曾经负责
编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他从事缙云方言研究
长达 50 多年，出版有 60 万字的专著《缙云县方言
志》。

8 月 30 日下午至 9 月 1 日，由吴越免费教学
的“缙云方言研讨班”将在缙云县图书馆举办，对
缙云方言研究有兴趣的缙云人可报名参加，性
别、年龄、学历不限，唯一要求是懂得电脑基本操
作（因为国际音标必须通过电脑输出）。

“留给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我希望尽我所
能，为家乡做更多的事。 ”吴越动情地说。

“吴越文学院”昨日在缙云正式揭牌，在揭牌仪式上

作家吴越谈心愿：想在丽水收一名弟子

� � � � 吴越在揭牌
仪式上讲话。
通讯员 吕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