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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彦（1914 年-1999 年），义乌
清塘下村人（今福田街道福田社区）。
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

笔者得到的这本书稿（赵农、陈子
善等四人编）并没有正式出版，我们现
在能够找到的王西彦研究专著，是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推出的

《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王西彦研究
资料》（艾以、沈辉等四人编）。两本书
的编者不一样，内容也各有特色。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晓明教

授这样解释：“据我所知，上世纪80年
代初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确定编辑两套
资料丛书，一是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
书，二是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两套
丛书的计划都很庞大，编选的难度不
低，而编选人员不够，因此拖的时间很
长，再加上出版界变化很大，所以很多
书最后都没有编成，或编成了没有出
版。我父亲因写作时间跨度大，所以两
套丛书的计划中均列有关于他的一
本，你手头的应该就是属于当代作家
研究资料丛书的那一本。”

笔者访问了几位文艺界人士，大家
认为这本未能正式出版的书稿，比较珍
贵处至少有三点：

第一，里面有王西彦先生各时期的
照片9张，背后都有老先生亲笔书写的
照片说明。第二，书稿中保存了赵农、陈
子善等四位编辑人员致甘肃人民出版社
及本书责任编辑的信，同时还有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何火任先生撰写的专业细致
的审读意见，它们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
年出版书籍的工作流程。第三，是王西彦
先生《我从这儿出发》的一份手稿。

《王西彦研究资料》的珍贵之处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文/图

11月13日下午，由义乌市融媒体
中心主办，以“花开新时代·筑梦赢未
来”为主题的2021少儿春节联欢晚会
正式启动，为创新构建我市实施“新时
代文明生活”增加了一个行动载体。

据了解，本届少儿春晚以“健康
快乐 教育”为主基调，在全市范围内
以海选的形式，广泛征集具有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舞台艺术表现力强的
少儿节目参与演出。不同于往年，此
次晚会节目全新创作，打破了以往少
儿类晚会以群体舞蹈为主的局限，更
加侧重声乐、小品、走秀、民乐、情景
剧、朗诵、小组舞及其他少儿类节目。

目前，赛程还处于报名阶段，暂
定于12月5日开始海选。报名者必须
是 4-16 周岁的青少年儿童，以集体
形式报名，集体形式参赛（12 人或 12
人以上均可），节目组不接受个人报
名、个人参赛。组委会组织评审团将
对所有报送节目进行集中选拔，原则
上按得分高低择优入选，总共选出
15-18 个节目进入排练阶段。演出阶
段暂定于 12 月 26 日，优秀节目将于
春节假期在《今晚播报》栏目播出。晚
会播出时间将安排在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黄金时段。评选出的冠、
亚、季军，将免费上送至“浙江卫视少
儿春晚”。

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少儿春晚是一个综合性舞台，充分展
示了我市少年儿童活泼快乐、昂扬向
上、多才多艺的新时代形象，少儿春晚
活动的实施，也为我市各中小学、少儿

教育机构搭建一个展示窗口，以充分
展示近年来少儿艺术教育成果，为推
动我市少儿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我市2021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启动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文/图

11 月 13 日上午，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专家和嘉
宾参观了上山文化遗址点——桥头
遗址。

据了解，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
还将进行学术研讨和座谈，公布多
项多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完整揭示
上山文化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学术
价值。

桥 头 遗 址 位 于 城 西 街 道 桥 头
村。自 2004 年 9 月以来，桥头遗址考
古发掘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证实
这是一处上山文化遗址，最早年代
距今约 9000 年。发掘表明，桥头遗址
为一处相对独立的环壕台地聚落单
元，遗址虽然遭受一定程度破坏，但
环壕遗迹完整性基本确立。以环壕
的内沿为界限，中心台地的边长约
40 米。上山文化层分布在中心台地
范围，揭露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和
墓葬等。大量的“器物坑”内均堆积
有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这些
陶器还存在一定的叠压层次。桥头
遗址出土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
底盘、陶罐、陶壶、圈足盘等。陶衣鲜
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体现
出陶器装饰的高超。一定数量的彩
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这些彩陶
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
子，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
化的重要源头。桥头遗址是上山文
化遗址群 18 个遗址中的一个，它的
发现与发掘，提升了上山文化的价
值，也将提升对钱塘江上游地区乃
至我国整个东南地区距今 9000 年前
后文化面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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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近日，锦都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烹饪面
点培训课，邀请了专业讲师为居
民们讲授、演示家常菜的做法。这
是稠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推
出“爱膳健康、悦动人生”系列活
动之一。

据悉，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积极践行健康中国促进行
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健康素养，稠江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通过线上微课、线下讲
座、沙龙互动等形式，帮助居民培
养良好的饮食、运动、养生习惯。

除了烹饪培训课，稠江街道
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开展了千

人广场舞培训、茶艺培训、秋梨膏
制作等系列活动。为期三天的
2020 年广场舞“千人培训计划”
活动吸引了来自街道各个村、社
区 120 余名文体团队骨干、广场
舞爱好者参加。培训结束后，文体
团队骨干将培训成果带回到村、
社区，组织群众开展好广场舞推
广活动，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茶
艺培训班在高新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班，吸引了辖区近50名
妇女参加培训。

据悉，“爱膳健康、悦动人生”
系列活动后续还将推出健康饮
食、小儿推拿、中医养生、五行操
太极拳等培训内容，多维度提高
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助力美丽稠
江建设。

稠江街道开展
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11月11日下午，上溪镇毛塘
楼村文化礼堂舞台举行落成仪
式，标志着该村文化礼堂整体建
设工程竣工投用。

当晚崭新的大舞台迎来了由
义乌市群民艺术团送戏下乡的首
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彩，整个礼堂
座无虚席。毛塘楼村文化礼堂坐

落于该村陈公湖西岸，建筑雄伟
气派，占地面积483.7平方米，礼
堂内通体为观众席，两侧配以两
层厢廊。据了解，上溪镇已建文化
礼堂31个，其中五星级1个，四星
级 4 个，三星级 5 个，二星级 14
个，一星级 7 个。今年，上溪镇要
完成10个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届
时，全镇 500 人口以上行政村农
村文化礼堂全部建成。

上溪镇毛塘楼村文化礼堂投用

一组王西彦各时期的照片。《我从这儿出发》的手稿。

往届少儿春晚大赛节目往届少儿春晚大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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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石 文/摄

近日，笔者有幸从一
位甘肃藏友手中，得到了
一本共有600多页的书稿
——《当代作家研究资料
丛书·王西彦研究资料》。
经过向王西彦先生之子、
著名学者王晓明教授的请
教，笔者对这本书稿有了
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深深
感受到了王西彦先生对于
文学创作的勤勉与虔诚。

专家专家、、嘉宾参观桥头遗址嘉宾参观桥头遗址

王晓明教授在阅读了《我从这儿出
发》部分手稿后，称“应该是初稿于1月，
二稿于7月”。他还补充说，在父亲的写
作经历中，这种不断修改的情况比较常
见，只是读者一般只能读到正式发表的
作品，多数时候见不到初稿罢了。

王晓明教授回忆，哪怕 80 岁以
后，父亲仍然每天端坐在书桌前阅读
写作，每天不写点东西，仿佛他就心里
不舒服。正因如此，上世纪 80 年代之

后，晚年的他完成的作品就高达 200
多万字。至于共有 17 册之巨的《王西
彦全集》，总字数更高达800万字。

王西彦有很重的家乡情结，曾经多
次回义乌，与家乡青年谈文学，与老家
故旧聊生活，于他，是件很幸福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回义乌时，王西彦
说在加拿大访问时曾有女诗人问他

“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他
的回答是“除了自己的家乡、祖国和人

民，一个作家没有别的根”。没料提问者
是位英国移民，对他的回答并不认可，王
西彦于是进一步阐述：“只要保留着对家
乡、祖国和人民的爱，根就还在。”这下女
诗人终于心服口服了。

王西彦的一生，是勤奋刻苦的一生，
是将深情倾注于家乡、祖国和人民的一
生。他那些朴素真诚且足够感人的文学
作品，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饶宝贵的精
神财富。

作家的根在他的家乡

这本书稿，由“王西彦的生平和创
作”“评论文章选辑”“王西彦作品系年”

“评论文章目录索引”这四大块内容构
成。书稿大多是手抄件，字迹工整清秀，
一丝不苟，当然是为了排版时不致误认。
也有少部分是见报稿的复印件，个别改
动的字眼，就直接改在了上面。

共有40页的《我从这儿出发》，则
是王西彦先生的手稿。从何火任先生
的审读意见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王
西彦为了《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王
西彦研究资料》而特邀撰写的。这篇稿
子，相当于是一篇小型的作家回忆录，
能够让读者对作家本人的生活与创作
有个简括了解。

王西彦在文末标明，《我从这儿出
发》创作于“1983 年 1 月 28 日”。笔者
查阅了《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王西
彦研究资料》以及《王西彦全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对于《我从这儿出发》的

写作出版情况，这样介绍：作于 1983
年7月，载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11
月22日第4期。

手稿与正式出版物标注的写作时间
略有差异，并不能算是什么“重大发现”。
真正令笔者惊奇的，是《王西彦全集》中刊
印的《我从这儿出发》，比标注着创作于1
月份的手稿增加了不少内容。这些增加的
内容，大多是在手稿基础上的“扩写”，因
而内容显得更准确、细节更丰满、感情更
充沛了。姑举开头第一段为例：

手稿中写：“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
生活时，眼前就会出现家乡村子前面的
一条小溪，它来源于一处偏僻的山麓，蜿
蜒而行，虽然没有引人注目的喧闹，却默
默地流向大河。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自
己的命运正和小溪相似，从僻远的乡间
出发，经历漫长而寂寞的路程，通向一片
广袤的原野，自己所热爱的大地。”

《王西彦全集·我从这儿出发》中

写：“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眼前就
会出现家乡村子前面的一条小溪。它来源
于一处偏僻的山麓。涓涓细流，蜿蜒前行，
虽然既没有引人注目的喧闹，也没有气势
奔腾的急湍，却默默地滋润着溪边的泥
土，默默地通向大河，汇入海洋。我觉得作
为一个作家，自己的命运正和小溪相似，
从偏僻而贫瘠的乡间出发，踽踽而行，经
历漫长而寂寞的路程，却也通向一片广袤
的原野，自己所热烈向往的大地。”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年1月份写成
《我从这儿出发》一稿后，作者至少在7月
份又细细地改写了一遍。或许还可进一步
推测，在11月正式发表之前，作者还曾修
改过。要知道，写作《我从这儿出发》之时，
作者已经70岁，早已是全国知名作家了。
明乎此，再来看他对于类似“自我介绍”的
内容的写作，却仍如此字斟句酌、精益求
精，作者这份对于写作、对于文学的虔诚
与痴迷，足以感动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我从这儿出发》见证作者的勤勉与虔诚

（上接第一版）
目前，小镇吸引了近30家入

驻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3
家，高中级职称200余人。不久的
将来，小镇预计将提供 1 万个工
作岗位，吸引人口近3万人集聚。

产城融合 打造宜居环境

作为“无中生有”的新建类小
镇，配套项目是绿色动力小镇的
活力支撑。“从 2015 年项目建设
开始，我就来到了绿色动力小镇，
见证了小镇的成长，从最初的荒
地，到现在风景秀美、休闲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发展之快让人十分
欣喜，工作生活在这里，我们感到
特别满足。”义乌动力总成有限公
司项目前期负责人如是说。

近年来，小镇建成投用了总
面积超 800 亩廊道公园、窑址公

园、后龙湖公园等公园绿地，开放
使用了小镇客厅、党群服务中心、
文体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完善
了路网框架和餐饮、购物、教育、
医疗、住宿等设施，开展了小镇智
慧化建设，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

“硬件设施省内领先的状元
里小学今年秋季已经开学，拥有
24 个班可容纳 1000 名人才子女
就学。锦都吉家人才公寓项目正
在抓紧施工，可解决1300名人才
住房问题。”绿色动力小镇建设项
目组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按照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理
念，重点推进以锦都吉家、滨水菁
英社区、时光度假公馆、湖滨会务
创展中心、小镇商业风情街等为
主要内容的城镇综合服务2.0版
本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