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左素莉
8月27日下午，由市社科联、漯河日报社

主办，水韵沙澧读书会承办的“中原大讲堂·
沙澧讲堂”下午活动现场，市委老干部局原副
局长、《城乡建设》主编张德贞领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市社科联高文献主席和漯河市曲
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郾城区戏剧曲艺协会主席
乔聚坤先生也应邀作为嘉宾出席。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科学
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
题，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
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定方向、
立纲领，点问题、提神气，体现了党对文艺工
作的新思想、新判断、新要求，对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张德贞盛赞 《讲话》 是“崇高的经典”、
“一座灯塔”，引领文艺创作方向，照亮文艺工
作者前行的路途。他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文化的历史性作用。张德贞说，文化是一
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软实
力，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人类社会每一次
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
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使我们有了
社会性、归属性、文明性、自觉
性，使我们逐渐有了崇高性、价值
观、方向性及凝聚力。习总书
记说，“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
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
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
的不断增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
立 于 世 界 民 族 之
林”。在中华民族几
千年文明发展进程
中，无数灿烂的
篇章点亮了历史
的天空。

价值观
及 文 以 载
道。张德
贞说，习

总书记特别阐述了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的重要性，好的作品应该表现主流价值观，传
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
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的生活。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就提出
了“文以载道”的口号，苏东坡称赞韩愈“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习总书记评点
说“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
’，就是文以载道”。“道”是时代的声音，是高
尚的情感，有时也是人性的一曲一弯。当
然，文以载道并不是在小说、散文中直白
地说一些大道理，而是融入故事中自
然地流露出来。

也 论 浮 躁 。 张 德 贞
说，浮躁就是沉不下
去，直接的损失就
是出不了好的成
果。创作的时
候，心有旁
骛 ， 利
欲 熏

心，急功近利，不甘寂寞，不仅难以真正进入
心灵创作的氛围，还会抄小路、走捷径，甚至
据别人的东西为己有。既然高喊着热爱写作，
钟情文学，那就应该沉下来、静下来、慢下
来，“请慢些走，等等我们的灵魂”。曹雪芹写

《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贾岛“二
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耐不住寂寞，不下
功夫精雕细刻，怎么会出成果？所以，要去掉
浮躁。

什么是优秀文艺作品。张德贞说，关于什
么是好作品，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即“思想性
与艺术性的统一”，习总书记把这一标准进一步
具体化，就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筋
骨，就是表现崇高的理想信念；有道德，就是
承载和展现高尚的价值追求；有温度，就是体
现人文、人性关怀。文学爱好者应该不断用这
三点衡量自己的作品。

如何正确反映丑恶。张德贞说，在 《讲
话》中，习总书记特意讲了这个问题，他说要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
一位哲人说：“一个光明的社会不是没有阴暗
面，它之所以光明，是因为它能正视阴暗并不
断地消除阴暗，一个先进的政党不是没有失误
与缺陷，它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能正视自身
的失误与缺陷，并持之以恒地纠偏、纠错，加
以改进。”我们只要怀揣良知，就一定能在批
判中赞美，在赞美中批判。

作品是作家艺术家的立身
之 本 。 张 德 贞
说，文学圈

内有句话叫“靠作品说话”，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不能靠嘴自夸，要靠作品展示能力。不能
有傲气，没有佳作，就算不上“家”，发了几篇
作品或者出了一两本书就觉得不得了，这不
行，只能影响自己进步。但也不要自卑，要脚
踏实地去努力，去提高，不能一时发不了作品就
泄劲。发不了作品，要从自身找原因，在与同行
的作品对比中找差距，从朋友的文章中找可借鉴
之处，不断提高写作水平。

深入生活去发现美。张德贞说，许多人
说，我们也是普通人，就生活在人民群众中，
不存在深入不深入生活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
的。习总书记说：“要拆除‘心’的围墙，不
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的确
如此，心不入、情不入，就发现不了故事，发
现不了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所以我们要心入、情入，哪怕抓住
生活的亮点，也是好的，它就能照亮我们的作
品。

张德贞最后说，一首歌里唱到：高天
上流云，有晴也有阴。地面上人
群，有合也有分。南来北往，
论什么远和近，一条道儿
你和我，都是同
路人。让

我们在文学路上也携手前行！
高文献称赞张德贞所谈的不仅是政治性话

题，也是一场文学讲座，而且是一场有温度
的讲座，相信聆听的人员会获得有益的启
示。乔聚坤说，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
今天，漯河竟然有这么多人安静地在这
里听讲座，很高兴很感动，感谢市社
科联与漯河日报社搭建的这个平台。

郾城区实验小学老师崔笼霞
说：“这个平台我等了 10
年，在这里遇到这么多热爱
文学的朋友，获益很
多，相信借助这个平
台，会不断丰富自
我 ， 不 断 提 高
创 作 水
平。”

用“灯塔”照亮文艺工作者前行之路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8月活动（下午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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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素莉
进入 8 月底，早晨和黄昏都有凉意在弥

漫，已经能看到，秋天携裹沁凉涉水而来的倩
影。

8月26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周瑄璞，一个
清秀温婉的女子，一头清爽的短发、着一袭淡
紫色裙装。

采访之前，已经了解到她的情况。1970
年出生，临颍县人，现居西安，中国文坛新晋

实力派作家，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 陕 西 作 家 协 会 理
事，曾获女性文学奖、

柳青文学奖……2015年底，周
瑄璞的长篇小说 《多湾》 出

版，全书以冷静的思考、女性的视
角，讲述了一个长达47万字悠长而

动人的家族故事。
在谈到为什么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时，周瑄璞说：“是对命运不甘心，想改变
命运。”

周瑄璞说，她出生在临颍县台陈镇大周
村，九岁时随父母到西安定居，高中毕业后，
她成为公交车售票员。不需要任何想象力与创
造力的工作让她非常厌倦，为了改变命运，工
作之余，她选择了写作。随着小说的不断发
表，她被调到公交公司机关办报纸，在这个岗
位上工作了10年，后调入太白文艺出版社工
作，现任编辑室主任。

在《多湾》出版前，周瑄璞已经出版了四
部长篇小说，她想写出一部自己的代表作。她
说：“童年生活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
决定性影响，《多湾》就是写的临颍这片土地
的故事。”她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收集素材，多
次回到临颍感受风土人情，《多湾》的主人公
原型就是周瑄璞的奶奶。2009 年，小说完
稿。她拿到出版社，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
有的说手法传统、有的说太长了等，但她知道
是因为自己没有名气。她就先放下这部书稿，
写中短篇小说，她用4年写了40多个中短篇小
说，在小说杂志上刊登后，有二十多篇 （次）
被转载或收入年度选本，她用中短篇小说证明
了自己的实力，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她也
在不断修改《多湾》，修改了十遍，不断精雕
细磨，2015年12月，《多湾》出版。小说描述
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时间跨度七十余年，
从民国三十年代写到新世纪来临，一个家族四
代人的奋斗故事、命运起伏，由农村人变为城
市人的经历，描述根系女性季瓷双手托起家族
的繁衍，她的后代走向城市后的成长、迷悟、
痛苦、裂变的经历，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人是
怎样生活的，讲述普通人的奋斗、求索与精神
历程。

作家陈忠实撰写评论文章盛赞此书：“她
的语言有一种迷人的色彩和丰沛的密度，似河
水涌流，又如月色温柔。”“作品中有时代命运
的折射，现实的反复折腾，小人物在大背景下
的无措及沉浮，有生命的成长，激情的燃烧，
衰老的降临，人性的追问。小说着实写出了现
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

“看似不顺利也不一定是坏事。”周瑄璞
说，“文友们的作品如果报刊不愿意刊登，要
从自身找原因，这个世界要求你具备十个条
件，你可能只具备两三个，要不断努力，提升
自己的实力。”

周瑄璞说：“我认为《多湾》是一部好的
小说，写出了人性中永恒的东西，写出了真实
的生命历程，永远不会过时，是真诚之作，没
有虚情假意。生命的大河奔腾不息，我有幸记
录了这一段。《多湾》是我献给故乡的书，是
大地之书，是河流之书，我生来就是为了写这
样一部小说，写出生命记忆，写出家族故事，
写出对这片土地的认识。”

周瑄璞说，她的下部小说还是长篇，写从
河南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两个女性的命运，已经
写了5万多字，她想让这两个女子从北舞渡镇
出发，因为这里是古渡口，有河流、有航船，
有停顿、有回归。

“文学创作我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不坚
持，什么都做不好，这世界有意义的事都需要
坚持。写作是在塑造我、拯救我，使我从激烈
的青年走向中年后，逐渐变得从容。”周瑄璞
说。

周
瑄
璞
：

生
来
就
是
为
了

写
这
样
一
部
小
说

■本报记者 陈思盈
自2015年初水韵沙澧读书会成立短短

一年多来，已成功举办了十多期活动，先
后请过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省诗歌学
会秘书长吴元成及我市的张德贞、高文
献、余飞等知名作家、学者。虽然期期主
题都有变换，但这期更与往期不同。因
为，本期读书会得到了漯河市社科联的大
力支持，活动名称也被确定为“中原大讲
堂·沙澧讲堂”，每月举办一场全开放、
全公益性的社科文化类专题活动，读书会
不仅提升了品位，扩大了范围，形式与内
容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8月27日上午，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
能会议室，由漯河市社科联、漯河日报社
首次联合主办，水韵沙澧读书会承办的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正式开讲。
应漯河日报水韵沙澧读书会之邀，出

生于临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
协会理事、长篇小说 《多湾》 作者周瑄
璞，特地从西安回到故乡，与漯河老乡一
起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及美丽乡愁。同是
漯河人的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南日报
中原风文艺副刊主编、中原风读书会的发
起人和组织者冻凤秋女士和插画设计师袁
小真女士，也应邀从郑州赶回家乡，作为
嘉宾出席本次活动。

三位同生于漯河这片土地的清丽女
子，从不同的城市、岗位赶来，带着一片
赤诚之心，与参加读书会的近百位漯河老
乡共话乡愁、共同为故乡的文化事业发展
营造氛围。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出生
于临颍县偏远村子大周村、9 岁的周瑄
璞便跟随父母远离了故乡，落户到了充满
秦砖汉瓦的西安古城，住在东郊黄河机器
制造厂家属区生活。在深厚的十六朝古都
历史文化的耳濡目染下，她一日日茁壮成
长。长大后，她做过 6 年电车售票员、9
年《西安公交报》编辑，后调入太白文艺
出版社任编辑。职业上的辗转和年龄的增
长，丝毫没有磨灭她对于文学的挚爱，反
而使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

但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多繁
华，在周瑄璞的内心深处，自己永远是个
来自农村的小女孩，一直在用农村小女孩
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她觉得河南是个很
大的乡村，她不了解不熟悉河南的城市，

也一直觉得自己的故乡漯河是个很了不起
的城市。在多年来的南来北往中，她曾多
次路过漯河，每次在火车上看到一闪而过
的老家，她都会在内心里会心一笑，借用
她表嫂的一句话说就是：“去了那么多地
方，还是觉得漯河最好。”

对周瑄璞来说，故乡就是那个你想离
开、又终生怀念的地方。就像她的长篇小
说《多湾》，她常常觉得不是自己在创作

《多湾》，而是《多湾》塑造了她，好像她
来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写出这部作品，
好像从她出生开始，就一步步向这个站点
走来了。所以，作品中那浓浓的方言表
述，几乎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方式。她要写
出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部作品，献给自己
出生的土地，所以，她只能选择用当地的
语言来写作。她说：“在我写作的过程
中，常常沉醉其间，就像重新回顾了自己
的生命。”

小说 《多湾》 从 2007 年 12 月 8 日开
笔，到 2015 年出版，整整历时 8 年。写
作、修改及等待出版的8年，对周瑄璞来
说是一次心力、体力、能力的检验，《多
湾》伴随着她的成长，她通过作品对自己
的童年和青春记忆进行了一次梳理。从周
瑄璞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先锋文学与传统
现实主义在“70后”作家内心深处碰撞后
的结果——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嚣和变
异，一个写作者，总是要回归内心，守候
内在的那个世界。

谈到女性写作时，周瑄璞说：我要写
出女性的“人”，这和“女人”是不一样
的，我要写出那种能在现有条件下掌握自
己命运的女人，季瓷就不用说了，最大限
度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及家族走向。还有
桃花，甚至西芳，不管发生什么，她们都
要尽力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我想诚实地
写出女性身心的变化，写出女性的绽放与
凋零，女性的痛苦和欢乐，写出作为女人
曾有过的幸福、欢乐、梦想、沉沦、痛
苦、醒悟、救赎……提供女性身心成长和
衰落的样本，提供种种女性样本。我觉得
这是女性作家的职责。

其实，最初拿到厚厚的 《多湾》，出
生于舞阳澧河边的凤秋并没有抱太大的期
望值。每年，有多少长篇小说问世，读到
的又能有多少？有多少相遇是欢喜的、值
得的？但一翻开周瑄璞的小说，她就忍不住
读了下去，整整两天两夜，几乎不间断地读
完，有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因为熟悉，方
言是熟悉的、地域是熟悉的；因为安心，这
是一部让人安静下来的书；因为感动，仿佛
读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中外故事，只是为了等
待这一部时光与大地的对话集。凤秋的很多
记忆被这本书唤醒，生出想要细细梳理过
往、揭开曾经潜藏在生命中的密码，打捞
那些混沌的声音。浓浓的乡愁，就这样铺
展开来……

插画设计也是 《多湾》 的一大特色，
同为临颍人的小真为该书设计了一组插
图。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缘分，因为她
们事先并不知道彼此都是临颍人、是老
乡。这美妙的缘分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足够
相信，人的成长历程就是如此，没有谁的
一生是绝对顺利的，就像水韵沙澧读书会
从成立最初的运行艰难，到如今的得到各
方的大力支持，也是一个坎坷的过程。

在生活中，只要你努力，不停地向前
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人，
会一直等着你，等着你走到她面前……

生命是一条
多湾的大河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8月活动（上午场）侧记

市
委
老
干
部
局
原
副
局
长
、
市
建
委
《
城
乡
建
设
》
主
编
张
德

贞
在
读
书
会
上
领
读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学
习
读
本
》
。

读书会部分成员与嘉宾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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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瑄璞老师为读者签名。

认真聆听的读书会成员们。

本报记者与三位嘉宾合影。
周瑄璞老师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