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步形成海洋文学现象

海洋是青岛最鲜明的特色优势，
也是众多青岛作家笔端不可缺少的生
动元素。正因如此，近些年来，青岛作
家围绕海洋文化，创作了一大批可圈
可点的海洋文学作品，比如许晨的“海
洋三部曲”《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
船长郭川的航海故事》《第四极——中
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耕海探洋》、阿
占的《后海》《海货》、刘宜庆的《海洋先
驱——唐世凤》等，初步形成了青岛海
洋文学现象。

研讨会上，青岛三位书写海洋文
学的作家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许
晨表示，自己这几年比较关注海洋文
学领域，如果说创作经验的话，无非

“热爱”二字。许晨表示，自己老家位
于德州平原，从小就有着对海洋的向
往，“纵观文学史，无论是乡土文学、工
业题材，还是都市题材等，都有丰富的
著述，但是海洋文学与之相比略有欠
缺。我们向海洋强国迈进，自然少不
了海洋文学的表现形式。”许晨透露，
自己除了所擅长的报告文学外，还在
日常写作中以散文的笔法代入个人情
感，像导游一样带领大家了解这个领
域。许晨曾跟随科考船两赴太平洋，
这在书写海洋文学的作家中并不多
见，他表示：“只有深入现场，你才能感

受到何为走向‘深蓝’，也会更为明白
‘走向深蓝’的意义。”

作家阿占表示，海洋文学之于她，
更像是本能写作、直觉写作。写海洋，
实质上是在写故乡。相对于游子的

“乡愁”，“城愁”是一种在地之愁，是现
代人对自己城市的一种深沉情感，包
涵关切、眷恋、忧虑、批评、期许等情
愫，而不是简单地与忧愁画等号。“我
写城的当下与过往，写地方志，写手
艺人和痴怪者，写城中之人的失意和
失意过后的希冀……我始终追寻文
学创作的‘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
通俗地讲，就是既要写得有‘意义’，又
要写得有‘意思’，最终反映出以海为主
导的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成为海洋
景观的内在组成，并生成某种隐匿的
契约精神。”

作家刘宜庆认为，青岛是海洋科
学名城，中国的海洋科学在青岛萌芽、
发展，顶级的海洋学家几乎都在青岛
留下人生的航道。梳理和发掘青岛的
海洋文化资源，重新发现为中国海洋
学作出贡献的海洋学家是一项艰巨而
重要的任务。写海洋学家传记，一方
面是在历史之海航行，另一方面则是
在文学之海航行，“我试图为冷冰冰的
海洋科学注入文学的温度，为严谨的
海洋学家增添机趣，所以在写作中注
重细节、还原气氛，收集时代的风浪、
风云的气息。”

多维度赓续地域文化特色

继往开来，多维度赓续地域文化
特色是青岛海洋文学书写亟待翻开的
新篇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山东大学荣聘教授张志忠表示，自
古以来，青岛所在的胶州湾就是海洋
文化和海洋文学的重要创生地，许晨、
刘宜庆、阿占在海洋文学上的接力创
作则是文脉的传承与延续。“三位作家
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海洋与人的关
系，海洋对人类的馈赠，海洋对作品中
人物命运的传奇性改变，人们对海洋、
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秉持强烈的民
族使命感和个人高风亮节的不懈追求
与坚守。这正好构成了海洋文学的诸
多向度，如历史感、当代性、海洋学家
与半岛渔民、科学探求与日常风景。
人物命运的浮沉系于海洋的脉动，也
融入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宏伟历程中。”

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刘东方指出，省内有诸多“写海见长”
的作家，各具特色，如出生在南长山岛
的张岐、山东蓬莱的卢万成等，“他们的
作品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正是在山东海
洋文学乃至中国海洋文学的坐标系内，
我们才能更好地彰显自己的特质，同时
也能更好地给青岛海洋作家‘定位’。”

青岛市文联原副主席、博士研究
生导师周海波则期待着青岛作为海洋

文学题材创作与研究的重镇，在海洋
文学方面进一步作出自己的贡献，比
如成立海洋文学机构，定期研讨海洋
文学创作，从理论和观念上对海洋文学
进行系统深入的研讨，形成海洋文学的
青岛话语。

山东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坤
在发言中表示，在自然史化的海洋面前，
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海洋
文化史。海洋还属于书写的客观对象
物，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并没有从形式上
改变生活，更不能决定生活。他提出：

“这就给青岛当下的海洋书写提供了机
会。具体来说，海洋文学虽然没有书写
传统可循，无法继承借鉴，但也意味着不
用反抗或超越。时代给的契机，要在创
作体量和质量上抓住。”

“伟大的时代呼唤好作家、好作品。”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作协主
席铁流总结，人类走向海洋、探索海洋的
传奇经历越来越多，需要更多有使命担
当和坚定品格的作家们进行丰富多彩、
引人入胜的文学书写。青岛作协也向作
家们发起倡导：用笔墨书写城市发展脉
搏的蓝色旋律。

此次会议还邀请到区作协主席和基
层作家参会，旨在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广
大基层作家，全面带动海洋文学氛围。
今后，青岛市作家协会将以这次研讨会推
动会为契机，大力推进青岛市海洋文学的
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早报11月14日讯 结束了两连客，青
岛国信水产男篮14日中午返回青岛。按
照赛程，他们将在周三晚上迎战上海大鲨
鱼。有了客场通过双加时险胜对手的心理
优势，队员们也期待能够在主场实现双杀，
用一个两连胜来结束第一阶段赛事。

周一晚，青岛男篮在落后14分的情
况下实现大逆转，客场战胜了本赛季开赛
以来表现不俗的广州队，赢下了一场珍贵
的客场胜利。“上半场杨瀚森受到犯规困
扰，让我们在篮板球方面损失不小，而且
外线三分防守不好，给了对手太多三分出
手的机会。”赛后，主教练刘维伟表示，“下
半场大家没放弃，按照教练的部署完成得

不错，赢下了一场客场胜利。”本场比赛，
刘维伟给了更多队员上场时间，巴特利、
区俊炫等替补队员也为球队获胜作出不
小的贡献。“之前8天4场比赛，队员们消
耗很大，但还是应该克服困难，在间歇期
之前打好最后一场与上海队的比赛。”

通过近几个赛季的招兵买马，如今
的上海大鲨鱼一改往日“鱼腩”形象，成
为联盟中的一支强队。但此番两队再次

交手，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上海队
近期遭遇伤病潮，一度以全华班出战山
西；在上轮比赛中虽然双外援复出，但还
是在最后一节中遭遇宁波大逆转，本轮
比赛前已经遭遇了两连败。加之王哲林
还在伤病名单中，使得上海队当前的整
体实力大打折扣。

按照赛程，周三第十轮比赛结束后，
联赛将进入为期半个月的间歇期。重新

回到主场的青岛队当然希望能够“双杀”大
鲨鱼，给艰苦的第一阶段比赛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联赛至今，青岛队遭受了赛程
上的困扰，之前仅仅打了三个主场，但热情
的青岛球迷还是给了球队巨大的鼓舞。谈
到青岛主场的氛围，刘维伟赞不绝口：“希
望球迷们能够到现场为我们这支年轻的队
伍加油打气，成为青岛队的‘第六人’。”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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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墨书写蓝色旋律
青岛市海洋题材作品研讨会暨推进会昨举行

再战“大鲨鱼”国信男篮剑指两连胜
今晚主场迎战上海队 比赛结束后将进入半个月间歇期

昨日下午，“笔墨书写蓝色旋律 打造青岛海洋文学品牌”青岛市海洋题材作品研讨会暨推进会在青岛市作协会议室举行，与会专家、学者
共聚一堂，针对海洋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做主题探讨。青岛市文联党组书记徐树成表示，此次研讨会旨在建构科学的海洋文学概念，拓展中国海
洋文学研究的格局，对丰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推动青岛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不断发展壮大也大有裨益。
此次研讨会由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承办。

青岛作家的海洋题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