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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DAILY

本报富阳12月7日电
记者 刘慧

初冬，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来自
全国的作家相会富春江畔，参加第三
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活动由
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富阳市政府主
办。

清晨，沿袭郁达夫小说奖的传
统，获奖作家们在郁达夫故居旁植下
了一棵纪念树，刻有 8 位获奖者姓名
的纪念石也守护在纪念树旁。一石
一树，铭刻着众人对郁达夫文学精神
的缅怀和继承。

走出故居放眼望去，一川如画的
富春江波光闪耀，获奖作家和编辑与
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一起乘“达夫
号”画舫沿江而上，追寻郁达夫诗意、
浪漫、放达的文学精神——一场“暖
冬·富春江文学沙龙”在画舫中热烈
展开。正如著名作家叶兆言所言：

“到了浙江，我就觉得浙江人了不起，
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郁达夫小
说奖，都生长在浙江这片文学沃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
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郁达夫有着
独特的创作追求和审美风格，郁达夫
小说奖的设立不但继承了其浪漫诗
意、感性丰盈的精神，更填补了国内
中、短篇小说评选的奖项空缺，同时
也对浙江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对繁荣
我国文学事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意义。《江南》主编袁敏说。到今天，
郁达夫小说奖已经走过了 6 年历程，
在文坛、作家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获奖作家邓一光说：“中国目前
的评奖机制的确出现问题，可能一些
获奖者并不知道这个奖到底是什
么？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我能够获
郁达夫小说奖，心里还是特别高兴，
因为我明白为什么获奖。”

另一个获奖作家毕飞宇接话道，
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尤其是一个
获奖作者，只想说无论这个奖是哪里
颁的，也无论这个奖的大小，“干净”，
就使这个奖陡然增加了它的含金量，
哪一个作家不喜欢含金量高的奖项
呢？所以这种高含金量，会使一个写
作的人真切地体会到文学的尊严，小
说的尊严，作家的尊严，这种尊严感
会让人特别幸福，特别享受。

“先说一个有趣的事，我昨天 5
点起床，6 点开始坐了 4 个小时的车
赶到银川，然后又 40 分钟赶到银川
的机场，飞到杭州已经是晚上 8 点多
了。我说这个事想说明什么？我想，

从宁夏到杭州来，距离就不必说了，
我最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距
离。”马金莲是一位来自宁夏的作家，
但是她和很多 80 后不一样，因为她
出生在宁夏西海固一个特别远的山
村里，读小学时，每天要步行 13 公里
路去上学。她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热爱文学，热爱写作。“我写我经历过
的西海固生活——《长河》就是写我
从小见过的、我特别熟悉的人和事。
感谢生活，感谢郁达夫，因为有了先
生才有这个奖，有了这个奖，才让更
多的读者认识西海固。”

艾伟是此次获奖的浙江本土作
家，他说：“对生活而言，文学没有实
际的功用，但它能够穿越现实，结合
我们生活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为什
么阅读小说？”

文学对话的环节，有文学青年提
问：近年来中国中短篇小说发展趋势
如何？邓一光说，他在深圳有一个工
作室，有七八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作家
在一起。从他们的作品看，现在的短
篇小说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化进程，
这可能和一二十年前大量写乡村，或
者是对历史的想象性再现不一样，现
在大家比较关注都市里的冲突、焦
虑。作家们从儿时的文学偶像谈到
写作者的精神担当，从创作中的喜怒
哀乐谈到小说本身的魅力，让读者了
解到他们在写作中的心路历程。

作为郁达夫小说奖的终评委
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
建功在下午的文学讲座中表达了
对郁达夫的无限敬意：郁达夫的创
作凝聚了其丰厚人生阅历和独到
情感特征，他以独特的艺术表现，
铸造了自己的艺术境界。同时，他
毕生都在坚守着五四那一代人的
良知和操守，正是这些，使他的作
品充盈着激情，因而也就拥有了永
恒的生命力。

入夜，以“鼓励浪漫诗性的性情
写作”为宗旨的第三届郁达夫小说
奖在富阳颁发。中篇小说奖得主邓
一光、短篇小说奖得主毕飞宇，以及
提名奖获得者艾伟、弋舟、马金莲，
与专家评委及众多特邀嘉宾、当地
群众一起聚集于富阳影剧院，共同
见证本次文学盛典。

望着手捧奖杯的作家，省作协主
席麦家感叹：“一个文学奖，首要是诚
实。郁达夫小说奖正是秉承诚实的
品质，才有特立独行的姿态，才会在
不断地推进文学的过程中，使郁达夫
小说奖更加滋润和丰满，为中国文学
不断地注入生命力。”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

心向文学 情聚暖冬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

心向文学 情聚暖冬

记者 李月红 通讯员 邵敏

本报讯 12 月 7 日，大雪，太阳
到达黄经 255 度。年岁至此而雪
盛，围炉夜话，“火锅”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这其中尤以珍菌最为不可
或缺。来自省农科院监测：大雪前
后，菌菇采收迎来一年最丰盛的时
候，香菇、蘑菇、金针菇、木耳等 20
多种经人类驯化规模化栽培的菌菇
都能在这个季节大量上市。此时，
正是它们耳伞最肥厚，香味最浓郁
时。科学的进步消减了人类对大自
然雨后初霁的等待，在每一个冬日
暖锅时，菌菇们如约而至。

大雪节气前，记者随省农科院
研究员、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科学家蔡为明来到省农科院
武义食用菌试验站。50 亩的菌菇

大 棚 里 ，黑 木 耳 新 品 种“ 浙 耳
508”、香菇新品种“浙香 6 号”正在
陆续采收中，早晚各半小时喷水，
蔡为明说，每一潮从出耳到采收只
需要 20 多天的时间。从山林进大
棚，菌菇花了 1400 年的时间进入
人类日常餐桌。

菌菇史话
菌，古时多称蕈、荪。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它：“地蕈
也。从草，囷声。”意思是菌是地上
长出来的低等植物，形状像个圆圆
的谷仓。地球上现有蕈菌约 147 万
种，其中1.4万种左右已经被人类识
别，约有 5000 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可
食性，3000 多种蕈菌已被当做食用
菌，2000 多个种类正在进行试验性
栽培，100 余种可作经济性种植，60
多个品种进行商业化栽培，近 10 个
品种实现周年化栽培。就如你所
见，能够走上餐桌的并不多。

最早对菌菇的野生驯化，始于
唐朝。那时候，在初冬种菌子，找来
烂木叶埋在地下，时不时浇些水，过

一段时间就会长出菌菇。又或者，
在菜地里施肥，将六七寸的木头截
断捶碎，像种菜一样，均匀撒在菜地
上，然后再用土盖用水浇，“雨露之
余，天气蒸暖，则蕈生矣。”腐物、潮
湿、分解，这些朴素的生长规律至今
为菌菇科研所遵循。

在菌菇的驯化史上，浙江有着
不小的功劳。人类对香菇的驯化，
最早始于 900 多年前的浙江庆元；
南宋陈仁玉编撰的《菌谱》，记述了
他的家乡台州地区的 11 种食用菌，
并详述了它们的产地、特征、生长环
境及烹制方法等，这是我国第一部
有关食用菌的专著。

菌菇趣话
山中行走，如何识菌？蔡为明

告诉我们，在我国已知的食用菌有
350 多种，不同的菌菇生长在不同
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在山
区森林中生长的种类和数量较多，
如香菇、木耳、银耳、猴头、松口蘑
等；在田头、路边、草原和草堆上生
长有草菇、口蘑等。在南方生长较

多的是高温结实性真菌；高山地区、
北方寒冷地带生长较多的则是低温
结实性真菌。

菌菇，在人类餐桌史上一直有
着重要的地位。古代立春时，人们
喜吃春盘面，就是将蘑菇放在面中
做成的。苏东坡则喜欢吃用蘑菇做
的馒头。杨万里还为蘑菇作诗一首

《蕈子》：“色如鹅掌味似蜜，滑似莼
丝无点涩。伞不如笠钉胜笠，香留
齿牙麝莫及。”上世纪 30 年代，张大
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根
据蘑菇的分布，绘制了一张蘑菇采
摘线路图，临走时赠给刚到莫高窟
的常书鸿先生⋯⋯

菌菇佳话
人们如此推崇菌菇是有原因的，

食物界中，如袁枚所言“要使清者配
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
方有和合之妙。”能刚柔相济，“可荤
可素”者，首推菌类。这从现今的素
食观中可见一斑：菌菇在口感上与肉
类很像，以至于让我们有种错觉——
菌菇就是蛋白质构成的。实际上，鲜

菇蛋白质含量为1.5%～6%，干菇则
高达15～35%。同时，菌菇中的脂肪
含量很低，鲜菌菇的脂肪含量通常
在 1% 以下，更可贵的是含有食用
菌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多吃食用菌
有益于身体健康。

在惯常的饮食中，蘑菇的入菜火
候通常在八分左右。这一经验暗含
着很深的科学道理，因为菌类的呈鲜
成分不但与高度碱基化的氨基酸有
关，其核酸降解物则有更强烈的助
鲜作用，环境温度能加速核酸降解。
如持续加温，核苷酸受到破坏，便失
去助鲜作用。还有香气，菌菇独特的
香味是由特别的化合物产生的。

在实验室里，新的菌菇种正在
接受驯化。比如鹿茸菇，它的学名
叫荷叶离褶伞，菇盖呈淡褐色，就像
鹿茸切片一样，风味独特，堪比美味
牛肝菌。又如桑黄，这种在桑木上
生长的真菌，正在试图向中药界进
军。菇形更匀称些，菇盖更厚实些，
菇色更浅色些，菇肉蛋白质更多些
⋯⋯这些餐桌上的期待，正在等待
科学界的更多破译。

探访我省食用菌培育试验基地——

大雪有蕈初霁后

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评选
一次，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
为主旨，施行“实名投票、评语
公开”的透明评奖方式，并始终
倡导全球化的评奖视野。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
年 1月启动作品征集活动，征
集到大量参评作品，于10月25
日在杭州举行终评委会议，历
时9个月的悬念终于揭开。邓
一光《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毕
飞宇《大雨如注》分获中篇小说
奖和短篇小说奖。马金莲《长
河》、迟子建《晚安玫瑰》、弋舟
《等深》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
艾伟《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须一瓜《寡妇的舞步》、叶弥《亲
人》分享短篇小说提名奖。

本届终评委仍由著名作
家、学者和文学界重要刊物主
编组成，主任为陈建功，9名成
员为方方、叶兆言、李敬泽、苏
炜、苏童、施战军、袁敏、曹文
轩、程永新。终评委专家认真
阅读备选作品，并准备了各自
推荐作品的评语。

郁达夫
小说奖
郁达夫
小说奖

节气餐桌

记者 吴孟婕

本报讯 绷着紧张的神经看谍
战剧，却笑得前仰后合——12 月 6
日起在浙江卫视播出，会集姜武、
吴越、李乃文、柯蓝等实力派演员
的《虎口拔牙》，玩的就是这样一种

“一本正经”的“冷幽默”。乍一看
片名，很容易联想到法国经典喜剧

《虎口脱险》。导演兼编剧潘军表
示，致敬之余，他还想做一点创新：

“《虎口拔牙》讲的是上海里弄 72 家
房客联手抗日的故事，通过一个代
号为智齿计划的行动，在敌人的眼
皮下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听
起来，与不久前热播的《红色》一
样，抗战剧在塑造了许多高大全的
英雄后，开始用平视的镜头，关注
和发现老百姓的生存智慧。

谍战喜剧
笑点频出

本报杭州12月7日讯
记者 刘慧

今天，“怒放——中国书坛中坚
力量邀请展”在杭州留青美术馆开
展。此次展览的主体是作为当代书
坛中坚力量的6位书法家：陈大中、洪
厚甜、陈忠康、徐海、沈浩、沈乐平的
60余幅力作，书体各异，内容丰富。

省书协主席鲍贤伦称赞：他们
都是在当代书法界赢得了学术与技
法上的双重认可，是当代书坛的中
坚，同时代表了当今书法界颇有思
想的一个创作群体。他们以各自不
同的人生阅历、观察视角、表现手法
来诠释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对人生
的感悟，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自成
一家面貌，开拓时代新风，为新时代
献上艺术华彩。这个展览，对于这
些作者，是从艺以来不懈探索、春华
秋实的收获；对于书界同仁，是一次
会心交流、激赏和鸣的雅集。

书坛名家
杭州汇展

通讯员 王琪瑾

本报讯 杭州爱乐乐团 6 日晚
在杭州大剧院举行的《浪漫·诗意·
狂想》音乐会，演奏了法国音乐家圣
桑和拉威尔的名作。担任独奏的小
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徐惟聆，

“充满力度、富有个性”的演奏把圣
桑名作《骷髅之舞》演绎得灵动而充
满神秘色彩，接下来的两支《浪漫
曲》也温暖而从容。

如果说小提琴的演绎带了魔幻
和浪漫，那么大提琴的演绎就是优
雅迷人，充满狂想。圣桑的《a 小调
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最能体现作
曲家天分与功力的作品，由杭州爱
乐乐团的老朋友、也曾是杭爱驻团
艺术家的秦立巍来演绎，让观众陶
醉其间。

杭州爱乐
演绎浪漫
杭州爱乐
演绎浪漫

区委报道组 吕耀明 汪一航

本报讯 首届萧山摄影艺术节
6日举行，展出的130余幅摄影作品
均来自于杭州萧山区摄影家协会
会员，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欣赏。
本届摄影艺术节倡导全民拍摄，以

“见证时代，筑梦未来”为主题，记
录萧山发展历程、城市变迁。

除了主会场摄影展览，在湘湖
下孙文化村内，市民们一睹八千年
文明史发源地——湘湖的绰约风
姿，感受萧然大地之美。在萧山区
博物馆，祖籍萧山的原中国摄影家
协会主席——高帆先生“他从太行
来”战地摄影作品展览，带观众领
略了抗日英雄们冲锋陷阵的战地
英 姿 。 此 外 ，在 董 光 中“ 萧 山
1950-1990”纪实摄影作品展览上，
市民们饱览萧山城市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历史镜像，见证萧
山城乡各地的发展变迁。

镜头捕捉
美好瞬间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部分获奖作家在郁达夫故居旁留影，左起：毕飞宇、艾伟、马金莲、弋舟、邓一光。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部分获奖作家在郁达夫故居旁留影，左起：毕飞宇、艾伟、马金莲、弋舟、邓一光。

获奖作家、评委及嘉宾植树纪念。

富春江画舫上对话“富春江文学沙龙”。 本栏摄影 魏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