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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城市发生的不一样的事情，却激起了两位镇江人
共同的情感。这情感，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
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一位镇江人曰“镇江吴桐”，其公众号“润南随笔”7月
8日刊文《何以镇江，东坡登场》。文中写道：“苏东坡在常州
病逝……即便没有太多诗词和故事，并不妨碍常州搞了

‘东坡公园’、搞苏东坡主题沉浸式演艺——‘明月几时有’。
而作为‘明月几时有’沉浸式真正的演出地——镇江，却少
有关于苏东坡的纪念和宣传。”接着，有图景有碑刻、有史
料有诗词，更有洋洋数千文字，讲述了苏东坡与镇江的一
个又一个故事。

用文中的话说：“确实东坡是作客镇江，但留下的佳话
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而后，或许就是“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了：“作为古代文人最有热度的，东坡文化在镇江被
冷落和漠视。我们一边想找有热点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
边却又放弃很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隔壁城市仅有
一点点关于苏东坡的素材，哪怕‘借用’我们城市的，他们
是按私房菜的标准做成精品菜肴给游客，而我们仅仅是炖
了一锅家常大杂烩，根本看不到哪是苏东坡的元素。”

另一位镇江人曰“樵山”，其公众号“樵山书房”7月11
日刊文《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流量？》。文中感慨两件事情。
一件事于扬州，瘦西湖“二分明月忆扬州”大型沉浸式夜
游，凡现场能流利背诵《春江花月夜》的游客，可免费入园。

《春江花月夜》写的是镇江，但瘦西湖玩月，也没毛病呀。樵
山感慨：“文旅资源不在于争，而在于用！”另一件事又属常
州。季子文化，常州在用。既有文化论坛，亦有纪念集会，还
有“季子文化+旅游”“季子文化+研学”等融合发展模式。
你用了，不争亦是争。江苏省大运河季子文化展示中心终
落户常州，而正宗的镇江丹阳季子庙的影响力却在不断
减弱。

樵山再感慨：“城市名人、文化资源是张好牌，并不是
说你的牌你就有收益，你没打好，别人来打照样收益。”而
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点睛之语则是“而我们又似乎
研究的太多，落地的太少”。

吴桐与樵山，恰是千千万万镇江人的代表，因为，我们
不甘！镇江城镇江人本一直有骄傲——所谓真山真水、所
谓悠久历史、所谓深厚文化、所谓璀璨民俗，一言之资源禀
赋深厚。但发展现状却是：资源依然只是资源，产业始终无
法起飞。然后，“无论是外界的评价还是我们自身的评判，
镇江应该有基础、有条件发展得更好”。而如今，更是貌似
我的资源别人用了，不只有东坡、春江花月夜和季子，甚至
有些资源，已然“丢”了。

过去，或许尚可不急，因为资源即使不用，它始终在；
也因为，这资源，其实大家都没怎么用。但现在，形势已然
不一样。一个悄然的时代变化是，随着国人的逐步小康富
裕，过去的物质产品大消费时代正在逐步退场，而新兴起
步的则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与旅游消费市场。与此同
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产业发展新路径也已经明晰。
可以说，几乎每座城市每个地方，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态
度都已经完成了从忽略到重视、从冷淡到热情的变化过
程，全方位保护、大规模开发已然成为新的潮流。这个时
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一个文明同一个祖先，
中国之大，很多地方资源是类似的；镇江之小，资源与很多
地方是共享的。同一类资源，我们不做，其他城市就会做。
而其他城市做了还做得很好，时间一长、印象一深，我们就
会被“丢”了，既被资源“丢”了，更被发展“丢”了。家底再
厚，亦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丢”。或许，这也恰是吴桐与樵
山给我们的又一次警讯。

其实，真心要“发展得更好”，不难；切实让资源“落
地”，亦不难。有先进城市的实践可为师，有经典项目的运
营作案例，学呗，学其神学其魂。譬如常州，东坡文化这道
食材，人家是怎么做成私房菜精品的，是怎么让历史“活
化”于当代，让文化走出了文献，然后与现实生活相连通，
最终把资源开发成了产业。但这个学，一个关卡我们必须
跨过，即别追求两三年就变现，两三年就出业绩。因为，诚
如王志纲所言，“文化旅游这个东西，是要靠时间来浸润
的”，“文旅项目没有十年八载做不出来”。如果没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心态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或许也
就只会在对外宣传与客源招徕等工作上下下功夫了，这倒
是可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的。

两位镇江人的哀与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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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馆
的镇江人

渼陂古村美如画

自制诗词节目 一年365期

5岁起书法、绘画作品陆续获奖；热
爱写作，多次比赛获奖，多篇文章在媒
体发表；葫芦丝十级，朗诵七级；参加过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也曾是江苏卫视

《我爱古诗词》的单期冠军……谢金凌
的履历丰富多彩，而最令他觉得不容

易的是自制的一档音频节目，365 天，
365期。

2021年 2月起，谢金凌在喜马拉雅
平台开播了一档自编自讲的诗词讲解
类节目《与诗词共成长》。之后，他每天
讲解一首诗词名篇，还结合亲身经历和
相关的节日、节气播讲特别篇。

一年下来，他录完了365期节目，其
中 300多首名家诗词，20多篇特别篇。
名家诗词篇包含了诗词的吟诵、字词意
义、创作背景、作者生平等内容；特别篇
则联系自身经历、特殊时节、特别日子，
讲述与诗词相关的故事。这 365 期音
频，目前已有46万余次的播放量。

“读得越多就越喜欢这些古诗词，
因为它们用词凝练，情景交融，耐人寻
味，朗朗上口，令人百读不厌，沉浸在里
面就仿佛和庄子一起乘鹏而起，听到曹
操横槊赋诗，见过李白斗酒诗百篇，陪
着陶渊明采过菊，跟着白居易折过柳……”
谢金凌说，自己最喜欢诗仙李白，喜欢
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的豪情壮志；喜欢他“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豁达胸怀；喜欢他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
浪漫想象……

2022年 11月，谢金凌还连续 81天
播讲了新节目——传统经典《道德经》。

在播讲诗词节目的同时，谢金凌还
尝试用“诗词解读诗词”，试着以五言对
应名篇七言，七言对应名篇五言，对应

节目累计创作古体诗词365首。
“这些诗词是我综合某一篇名家诗

词的诗人诗句、相关背景、个人感悟等

热爱写作的谢金凌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每年创作一部作品集，均以诗词为名，分别
是《青崖白鹿》《天地沙鸥》《晴空一鹤》。
2022年11月，谢金凌出版了诗词书籍《与诗
词共成长》，并自己题写了书名。

书中一方面记录了谢金凌与诗词的故
事、参加比赛的经历，介绍了与传统节日、节
气有关的诗词；另一方面选取了 300多首名
家诗词，每首又分为四个部分：古诗原文、
诗文释义、内容赏析、名篇有感。

“这本书总体上按照我讲解诗词节目的
时间顺序排列，间隔呈现，有一定的趣味性
和可读性。希望大家能把我这本书看作一
本与诗词有关的故事书、参考书。”谢金凌
说，“我希望把自己学习诗词的经历、感悟分
享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更好地与诗词同
行，与诗词结伴成长……”

在《与诗词共成长》中，谢金凌还结合诗
词宣传家乡。

在第一篇《我是谁？》中，他写道：“我生
活的城市是江苏镇江，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
历史的文化名城、诗词名城，无数的文人墨
客在这里留下诗篇。我生在长江边，长在北
固山下……”

在王湾《次北固山下》一篇中，他写道：
“北固山，就在我的家乡江苏镇江，小时候，
我常常‘次北固山下’，这里景色优美，古迹
多多。”

在刘长卿《送灵澈上人》一篇中，他介
绍：“竹林寺就在我的家乡镇江，离市区不
远，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竹林寺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

在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篇中，他表
述：“芙蓉楼原建于古镇江城内三山之一的
月华山上……如今的芙蓉楼是重建的，位于
金山风景区……”

在文天祥《南安军》一篇中，他补充：“北
至镇江时，文天祥等十二人夜间脱逃。如
今，文天祥镇江脱险遗址，就在离我学校不
远的长江边上。”

江苏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建波介绍
说，出版社一直十分关注传统文化和镇江诗
词，此前就曾出版过《镇江诗词一百首》《诗
词里的镇江地名》等书籍，积极弘扬传统文
化和本地文化。

在了解了镇江少年谢金凌的诗词经历
后，几经交流，出版社认为将诗词节目内容
整理出书，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
此，出版社安排骨干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
校对、优化，一方面使内容更贴近中小学新
课标要求，另一方面也让书籍更适合青少年
阅读。

目前，《与诗词共成长》在当当网和线下
书店均有上架。任建波表示：“《与诗词共成
长》的出版，希望可以让更多孩子爱上传统
文化，感受诗词乐趣……”

在刚刚结束的江苏书展上，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与诗词共成长》一书备受关注。这本书的作者是一
名12岁少年，他为读者讲述了自己与诗词结伴成长的
故事。

他叫谢金凌，热爱传统文化，自幼喜好诗词，六岁
游湖便能吟诗。他喜欢读书，擅长主持、演讲，热爱写
作，小学阶段就创作了三部作品集《青崖白鹿》《天地沙
鸥》《晴空一鹤》。

谢金凌10岁受邀登上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舞台，
获得过江苏卫视《我爱古诗词》单期冠军、担任过“沿着
运河看文博”解说员；他11岁开播诗词节目，坚持一年
更新 365 期，同时创作古体诗词，尝试“用诗词解读诗
词”，一年创作365首；他12岁出版诗词书籍，希望通过
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花花 蕾蕾

进行的创作。选择的名家诗词主要包括了
中小学必背篇目，还有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
诗词。创作的古体诗词，因为水平有限，只
是自己不成熟的感想。”

他表示，在此期间，自己还不断尝试不
同的诗词体裁，藏头诗、回文诗、一字诗等；
也试写了《忆江南》《浪淘沙》《钗头凤》《长相
思》等词。

“青山吐月影，秋水夜同行。仗剑离乡
土，惜别无限情。”是他读李白的《峨眉山月
歌》创作的五言诗。

“秋日夕照悲秋景，枯老昏古瘦残影。
秋思之祖为名篇，言简义丰如画境。”是他读

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后创作的七言。
“江南赏梅思友人，友人边塞待春来。

春来赠花送千里，千里友情自江南。”这篇则
是他读完陆凯的《赠范晔》后有感而作的
回文诗。

谢金凌认为，对他来说，学习诗词，是一
一种收获，每天坚持，是一种信念，一种力
量。“回顾创作诗词的过程，虽然遇到了种种
困难，作品也许肤浅，但365天，365首，我觉
得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

开始的时候，谢金凌的诗词创作只是以
表达意思为主，后来开始注意押韵，之后又
慢慢接触诗词格律。

创作古体诗词 一年365首

出版诗词书籍 宣传家乡镇江

他与诗词共成长他与诗词共成长
播讲诗词节目播讲诗词节目，，创作古体诗词创作古体诗词，，出版诗词书籍出版诗词书籍

谢金凌在诗词活动现场

坚持一年播讲节目，创作古体诗词

出版诗词书籍，宣传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