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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严粒粒） 杭州文
史研究会支持的课题成果——《〈申
报〉笔下的晚清杭州》近日由杭州出版
社出版。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
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文报纸，保
存了海量有关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
文化、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
面信息，被后人誉为研究中国近现代
史的“百科全书”。《申报》中，有关杭州
的报道相当丰富。

从2009年至2018年，该书作者张
学 勤 历 时 近 10 年 将 晚 清《申 报》

（1872-1911）中所有关于杭州的文章
全部用手工抄出并进行了梳理，在充分
运用《申报》史料的基础上，又结合相
关地方文献，试着还原晚清杭州的社会
风貌，展示晚清社会曲折前行的印迹。

例如，晚清杭州仍是中国出了名的
火灾城市，大火灾往往发生在繁华的商
街，原因之一是商店与商店之间没有砖
墙，尽是些易燃的板壁竹墙；原因之二
是商街过于狭窄，两岸商店挂出的幌
子、招牌，又都是引火之物。《申报》中记
录了杭州烧毁房屋在30间以上，或焚
毙人员 10 人以上的大火灾就达 108
次，几乎都发生在繁华商街。清朝覆灭
前夜，杭城还曾发生两起延烧房屋800
余间的特大火灾。可见，晚清杭城的火
政制度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再如，晚清是农业社会，应对天灾
（水灾或旱灾）应该是天大的事情。据
《申报》记载，当时杭城高官应对天灾
的举措往往是这样两条：一是严禁全
城屠宰，连鱼虾都不准吃；二是虔诚拜
佛迎神。这些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晚清
高官的思维定式和施政实况。不过，

《申报》中也有这样一则报道：1889年
农历十月初三、初四两天，浙江巡抚崧
骏下令城中各洋枪队向空中放枪开
炮。原来，有人向他建议，放枪开炮可
以击散空中乌云，制止天空降雨。为
了应对当时“淫雨四旬，处处尽成泽
国”的大水灾，这位巡抚便下达了这样
的命令。此事看似相当荒唐，但从中
也可以看出晚清有的官员已开始转变
思维定式，有了借助近代科技抗击自
然灾害的念头。

此外，《申报》还摘录了晚晴大量
科举试题，几乎全来自四书五经等古
籍。1896 年 10 月，就任杭州府太守
不久的林启，却在课试东城讲舍的学
子时，于正课之外，另出策论四题，要
求学子自备课卷，在五天内完成。据

《申报》记载，这四题策论分别是“清理
街道议”“杭城救火策”“浙省积谷说”

“两浙盐政利弊论”。可见，不合时宜
的科举制度在取消之前，已有勤政官
员试图作些改良，借此问政于民、问计
于民。然而，这些小修小补无补于事，
科举制度最终还是难逃取消的命运。

《申报》中的涉外新闻，则让后人
更能真切地看清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性质。1907 年 8 月，英国
官方硬要出借 150 万英镑给中国，用
于沪杭甬铁路建设。引进外资，用今
天的眼光看，当然是好事，但是，读完

《申报》相关报道，才知道说好的 150
万英镑，最多给120万英镑。最后，实
际到位的仅有45万英镑，而利息则必
须按照150万英镑支付。难怪时任清
朝邮传部侍郎的沈雨人说：“中国借款
有如赔款，可叹！”但面对如此不平等
的借款，作为晚清政府的高官却无法
拒接，只得违心地接受。

该书还借助《申报》史料弥补一些
重要历史细节。如学界一直认为1896
年日本在杭州城外的宝石山东麓建起
了领事馆。根据《申报》记载，日本领事
馆当时是开设在杭州城内马所巷，租用
的是“已故嘉兴府太守许雪门的宅
邸”。钱塘江上的造桥历史，也因为有

《申报》的记载而可以上溯至晚清。原
来，晚清名人胡雪岩曾谋划建钱塘江大
桥，并请来英国、德国、法国的工程技术
人员在钱塘江边搞过地质勘探和水文
调查。晚清汤寿潜也有建钱塘江大桥
的计划，但是，请来的洋工程师只造了
一座码头，就被潮水冲走。从《申报》的
这些报道看，即使是英、法、德等当时的
强国也未必有钱江造桥的科技手段。

《申报》笔下
的晚清杭州

以定海籍当代女作家三毛命名，第
四届“三毛散文奖”日前揭晓。

文学大省浙江，又颁出一份冠以
“名人之名”的文学奖项。

不仅仅是三毛，郁达夫、徐志摩、朱
自清、丰子恺、茅盾⋯⋯许许多多和浙
江缘分不浅的大作家们，都在浙江“拥
有”一个文学奖。把一个个“名人”文学
奖串起来，就是一张浙江的文学地图。

在中国文学的风景中，这张地图为
什么璀璨？又将如何璀璨下去？本期
阅读就来谈谈这件关于浙江文化的底
蕴、视野和品位的事情。

一

浙江文学地图的绘制，可以先从一
个历史的“遗憾”说起。

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
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是当代中国四
大文学奖。其中，茅盾和鲁迅都是浙江
人。只不过在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
春天一夜到来，他们就被中国作协“请”
走，为国家级文学奖“站台”。

之后，文学的热潮一度退去。时间
走到 21 世纪，人们对精神品质要求极
大提升，文学又热了起来。

新世纪的浙江人在想：能不能把浙
江的文学家永远“留”在浙江？

首先“落户”的是徐志摩诗歌奖。
徐志摩出生在嘉兴海宁，他的祖上

家业“裕丰”酱油现在仍是当地特产，还
继承发扬了徐志摩这个全球 IP。2005
年，海宁设立了每 3 年颁发一次的徐志
摩诗歌奖。奖项旨在鼓励创新、推出新
人，以丰富当代诗歌美学、促进社会主
义诗歌的繁荣和发展。

2010 年，郁达夫小说奖诞生。两
年颁发一次。每届的颁奖典礼都固定
在郁达夫的生日12月7日，在他的故乡
杭州富阳。

达夫弄、达夫书屋、郁达夫初级中
学 ⋯⋯ 富 阳 到 处 都 是 郁 达 夫 的“ 身
影”。因为郁达夫开创、引领了中国现
代小说的浪漫主义流派，郁达夫小说奖
的评奖也力推浪漫放达、感性丰盈、感
时忧国、富有鲜明个性的优秀之作。

又过了6年，三毛散文奖来了。
三毛自称“小沙女”，祖居在舟山定

海小沙镇陈家村。1987 年，万水千山
走遍的三毛，从台湾回到她祖辈和父亲
生活过的地方，看清了故乡的模样。
2016 年起，三毛散文奖开始颁发，两年
一届。因为三毛的全球华人影响力，三
毛散文奖也面向全球华语作家。

此外，还有——
丰子恺的随笔散文和漫画一样灵

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丰子恺和家人
在嘉兴桐乡缘缘堂度过的几年美好时
光，是他散文创作的高产期。于是，桐
乡有了丰子恺散文奖。

桐乡也是茅盾故乡。茅盾文学奖
已作为国家级奖项设立，桐乡发起了茅
盾新人奖。

朱自清曾在台州临海执教一年余，
名篇《匆匆》创作于其间。台州临海以
此为契机举办了朱自清文学奖。

“人民诗人”艾青出生在金华金东

区的畈田蒋村。1992 年，82 岁的艾青
再次踏上故土，动情地说：“金华是我的
故乡，我诞生在金华，故乡实在是太可
爱了，绿油油，水汪汪的⋯⋯”今年，金
华将颁发首届艾青诗歌奖。

温州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刘伯
温诗歌奖”“琦君散文奖”也举办了多届。

另外，还有一些浙江名人和茅盾与
鲁迅一样，因为行业成就直接“升级”。
比如，湖州人徐迟有“徐迟报告文学奖”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是中国报告
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杭州人夏衍有“夏
衍电影文学奖”（国家广电总局主办），
是中国电影文学最高奖⋯⋯

以上提到的“名人”文学奖是不完
全统计。这群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星
星，都在浙江被酝酿、被擦亮。

浙江的土壤于文学，到底有什么独
特的营养？

二

浙江的文学基因，埋在了很久很久
以前。

是历史选择了浙江。
江南是许多文人缔结文化情结的

地方。在许多人眼中，浙江又是最江南
的地方。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
难”带来3次“衣冠南渡”,中国文化重心
由北向南转移，浙江迎来了人口的红
利、文化的升华。

于是，东晋时，浙江有了王羲之
写下的《兰亭集序》，隐居的谢灵运成
了山水诗的鼻祖；大唐浙东的唐诗之
路上，李白、杜甫、白居易、孟郊、贺知
章等诗界“大佬”留下名篇无数；南宋
定都杭州之后，本就有苏东坡、王安
石、柳永等留下诗篇的浙江，文学声
势更旺，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等人相
继涌出。

如果说，这群古代名人大多并非土
生土长，浙江只是沾了他们的光。那

么，让我们走到近现代，尤其是五四运
动以来，一起走入浙江文学的高光。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浙江“冠名”文
学奖的名人们，大多来自这个时期。

这不是巧合。“一部浙江文学史，半
部中国文学史”的结论因此有根有据。

浙江好山好水，而且“钱塘自古繁
华”，是富庶且美好的地方；是古越文化
积淀深厚、南北文化交汇碰撞的地方；
也因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文
化人思想相对包容、豁达、先进，尤其渴
望在特殊时期为民族复兴摇旗呐喊。

浙大文学院教授黄健有个形象的
比喻：“浙江现代文学的天空上，挂着两
个太阳、若干个月亮和无数颗星星。”其
中，“太阳”是鲁迅和茅盾，“月亮”有郁
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夏衍、艾青、丰子
恺、穆旦等大家，刘大白、王鲁彦、巴人

（王任叔）、许钦文、殷夫、柔石、徐訏、苏
青等一批名人则是星星。

黄健在编纂《“两浙”作家与中国新
文学》时做过统计，能够载入史册的中
国现代文学名家总共不到 600 人，籍贯
是浙江的就占 214 人，这还不算巴金、
朱自清等这类祖籍或原籍是浙江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60%的藏品来自浙
江文学家。

而今，浙江文学继续展现新气象。
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曾经统计：

改革开放后，作为鲁迅文学奖前身的全
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
和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得主就有诸多
浙江作家，如徐迟、叶文玲、张抗抗、余
秋雨、汪浙成、温小钰、李杭育、张廷竹、
李君旭、陈冠柏、周荣新、吴民民；加之
后来依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还有沈
苇、朱晓军、黄亚洲、荣荣、洪治纲、陆春
祥、黄传会、黄咏梅、艾伟、钟求是、陈人
杰。

得过茅盾文学奖的浙江作家，有生
于斯写于斯的王旭烽、携奖归乡的麦
家，以及定居上海的徐兴业⋯⋯此外，
浙江还走出了金庸、余华等有海内外影

响力的作家。
眼下，互联网时代造就了网络文

学。浙江在这一领域领跑全国，率先在
全国成立了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写出

《欢乐颂》的阿耐、《甄嬛传》的流潋紫，
《芈月传》的蒋胜男、《斗破苍穹》的天蚕
土豆⋯⋯他们都是“新老”浙江人，都从
浙江向全国发光、发亮。

从古到今，“文学浙军”的大旗从未
倒下，也不应倒下。

三

群星璀璨的文学地图是历史的馈
赠。既然浙江人继承了它，就不要辜负
了它。

名人就是 IP，往往可以带动一个地
区的发展。

放眼世界，不妨看一下英国莎士
比亚文学小镇——斯特拉福镇。毫不
夸张地说，这里完全因为是莎士比亚
的故乡，才成为全英排得上名的旅游
景点。

有一种“名人”文学奖的设立趋势
是，文化大家“代言”小城。主办方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因此认识小城，来
到小城，影响小城。

比如，随着三毛散文奖的举办，
“三毛故里·人文小沙”已经成为舟山定
海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国内外的旅人与三毛粉丝们不远
而来，地处海岛的定海热闹了，文旅融
合的思路打开了；主办方也会趁机组
织作家深入采访当地人文历史基地和
火热的建设现场，创作一批接地气的
文学，让浙江丰富作家、作家传扬浙
江；浓浓的文学气氛也熏陶培养了本
地文学人才——说不定，在未来的中
国文学森林中，有一棵大树的苗苗就
在此种下。

不过，当文学奖的副产品“真香”，
我们更要警惕“上头”。

“文学”才是文学奖的核心。

在中国，文学奖是容易引发争议
的：有奖项设置初衷不坏，后来慢慢变
质的；有以名人命名，却缺乏名人特色
的；有评奖标准千篇一律，文学圈子
化，导致评奖出现名家“排排坐”、新
人难出头的⋯⋯奖评得“水”了，影响
力和名人名气不成正比，反而伤了名
人之名。

其实，一个好的文学奖本不惧怕争
议。不断突破规范的文学与输出规范
的文学奖，注定会在互相抗争、互相批
评、互相协商中同行。主办方要做的，
是擦亮眼睛，为未来计。

比如，郁达夫小说奖的设立，就因
在中国文坛首开透明评奖先河，提出

“实名投票、评语公开”，树起了奖项的
公信力。

浙江既然是文学大省，要打造新时
代文化高地，就要有把地方文学奖打造
出国家级影响力的眼光，有树立行业标
杆的决心。

学习榜样，可以对标茅盾文学奖
——

实际上，40 多年来，茅盾文学奖一
直都在争议中前行。曾有人认为它不
该颁给类型小说；有人批评它接受网络
文学却又不给网络文学颁奖⋯⋯

而今，得奖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常年在高校图书馆霸榜；梁晓声的

《人世间》2022 年改编成大热的同名电
视剧；麦家的《暗算》不仅国内火了，还
远销海外，成为文化输出的典型⋯⋯一
批获得群众认可的佳作和作家成了经
典，佐证了奖的权威。

茅盾文学奖的历程告诉我们，文学
奖的好赖，作品和时间都会证明。

此时此刻，在持久被文学滋养、又
在不断反哺文学的浙江，这里的“名人”
文学奖饱受关注，也备受期待。

文学再现时代，时代也造就文学。
我们期待着它们去识别出不负时代的
佳作，去引导不负人民的创作，让文学
奖不负“名人”之名。

郁达夫、徐志摩、三毛、朱自清、丰子恺、茅盾⋯⋯浙江“名人”文学奖那么多——

文学奖，如何不负名人之名
记者 严粒粒

郁达夫、徐志摩、三毛、朱自清、丰子恺、茅盾⋯⋯浙江“名人”文学奖那么多——

文学奖，如何不负名人之名
记者 严粒粒

许多国家都有以人或赞助商命名
的文学奖。其中有些奖项的影响力已
经突破了国界，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认
可度。对得奖的作家和作品来说，这不
仅是专业上的肯定，更是一夜成名的机
会。每逢颁奖季，不少他国出版商会紧
盯进程，第一时间找到适合出海的“潜
力股”谈合作、抢版权——优质奖项已
经识别出了质量上乘的作品，对他们来
说，下一本市场畅销书也许只差推广。

布克奖（英国）
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

的最高奖项，名称源自其设立之初的赞
助商——英国食品销售集团布克·麦康
奈尔公司，从 1969 年开始颁发，每年颁
发一次。全世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
家都可以参评布克奖。

布克奖旨在评出英语“小说中最好
的一本”。《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扬·马

特尔）获过此奖。许多优秀的作家是在
获得布克奖之后，又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比如 1972 年度布克奖得主奈保尔，
以及后来的纳丁·戈迪默、威廉·戈尔
丁、J.M.库切和石黑一雄。

龚古尔文学奖（法国）
法国文学奖设立于1903年，每年颁

发一次，面向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
说，是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龚古
尔兄弟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弟弟茹
尔·德·龚古尔于1870年去世后，哥哥埃
德蒙·德·龚古尔十分悲痛 ，立下遗嘱，
为了纪念他的弟弟，要用遗产作为基
金，成立龚古尔学院，即龚古尔文学奖
评选委员会。

龚古尔文学奖多年似乎与诺贝尔
文学奖格格不入。曾经荣获诺贝尔文
学奖的作家中，罗曼·罗兰、加缪、勒克
莱齐奥、安妮·埃尔诺等均未授予龚古
尔文学奖。迄今为止，同时拥有龚古尔
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有莫
迪亚诺（代表作品《暗店街》）一位。和
诺贝尔得奖者的奖金相比，龚古尔文学
奖的得奖者只有一张10欧元的支票，但
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地位在法国仍然不
可动摇。

卡夫卡文学奖（捷克）
卡夫卡奖被视为捷克所颁发具全

球重要性的文学奖项，是为了纪念法兰

兹·卡夫卡所颁发的年度国际文学奖。
该奖项最早于 2001 年颁发。提名者并
未限制其国籍，唯一的要求是其作品或
者书籍至少有一部曾经被翻译为捷克
语。

卡夫卡奖是著名的诺奖风向标，曾
经与后来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重
叠，包括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
利内克、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奥地
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2006 年，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成为亚洲首位获奖的作
家。2014 年，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奖，成
为第二位获此奖项的亚洲作家。

芥川奖（日本）
芥川奖的正式名称为芥川龙之介

奖，设立于 1935 年，是为纪念日本大正
时代的文豪芥川龙之介（1892-1927）所
设立的颁发给纯文学新人作家的一个
奖项，每年颁发两次。颁奖对象除了要
求是文学新人作家之外，还要求作品是
发布在各个报纸、杂志（包括同人杂志）
上的纯文学短篇作品。

芥川奖的得主之前往往是一个默
默无闻的新人，一旦获奖，身价也随之
水涨船高。因此，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被
称为“登龙门”的奖项。如绵矢莉莎，她
以中篇小说《欠踹的背影》获得第130届
芥川奖，当时她还是早稻田大学教育学
院的在校学生。她是芥川奖历史上最
年轻的获奖者（不到 20 岁）。这一热点

经新闻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报道，《欠踹
的背影》便成了畅销书，光单行本就卖
出 127 万册，她因此而获得上亿日元的
版税收入。

直木奖（日本）
直木奖又称直木三十五赏，和芥川

奖同期设立，每年颁发两次。
上世纪初，日本有个作家叫植村宗

一。31 岁那年，他给自己取笔名，把
“植”字拆成了直木，作为姓氏，又用自
己的年龄作名字，于是叫做“直木三十
一”。后来每年他都随着年龄的变化改
名为“直木三十二”“直木三十三”⋯⋯
作家最终名为“直木四十三”——他享
年 43 岁。直木生前和芥川龙之介是好
友。芥川在1927年去世，当直木也去世
后，为了纪念他们，芥川奖和直木奖在
1935年同步设立。

直木奖以其大众性著称，欣赏故
事性强的作品，从不将名家作为评选
对象。作家一旦获奖，可以依靠这个
头 衔 轻 松 换 来 约 稿 和 极 高 的 报 酬 。
直木奖史上，有两位旅日华侨获此荣
誉。邱永汉以小说《香港》获得第 34
届直木奖。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
学院，现在以“财神”闻名于世。另一
个获奖者陈舜臣出生于神户，以推理
小说《青玉狮子香炉》获得第 60 届直
木奖。

（记者 严粒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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