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左素莉） 灿烂阳光织锦
绣，沙澧碧水涌诗文。8月11日，为加强文学
交流，繁荣我市文学创作，市文联、《沙河
风》 杂志编辑部举办“文艺大讲堂”，邀请

《奔流》杂志文学编委、副主编游磊，郑州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魏华莹莅漯，为我市广大作
家、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奉上文学盛宴。

游磊作了题为《散文的真情写作之我见》
的讲座。游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散文作
品，用生动而富有文采的语言阐述了散文的特
点和创作技巧。他认为，散文要有人、有事、
有情、有趣。散文写作一定要真诚，带着真情写
作，作品才会有温度，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写
散文要从小处着笔，从熟知的事物中找寻创作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写散文要注重修炼语言，语言

要优美生动、富有诗意。散文要有思想性，有
思想的散文才会有厚度、有深度，好的散文是
思想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

魏华莹作了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的讲座。魏华莹围绕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功
能、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写
作的意义等，结合当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
阐述。她认为，总的说来，现在是一个文学很
繁荣的时代，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写作是一种冷
暖自知的生活方式，好的写作者，必须比一般人
看得远一些，要有思想和学识，这种思想和见识
来源于阅读、观察、敏锐、底气等，作者要有擅
长的领域和方式。艺术是超越功利之心的，纯
属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尽管这个过程很辛苦，
但这并不影响作者的成长。

市文联“文艺大讲堂”
《沙河风》文学讲座举行

小岛魅影

夜的海异常静谧，如同内地平静的湖面。所
不同的是，湖是从上到下平静到底，海却是平静
的下面暗流涌动，所以，陈福乘坐的小船朝着远
方的小岛疾进时，船头仍然激起了灰色的浪花。

就是这个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的夜晚，陈星
聚指令已经是县衙捕头的陈福率几个身手好，且
又对这片海域熟悉的捕快驾船去那个被老百姓传
得神乎其神的小岛实地查探，去看一看这个神秘
的小岛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凭直觉，陈
星聚感觉到这个岛很有可能和近几年仙游多人的
失踪及海上漂回的尸体有关。

小船悄无声息接近了小岛。一身夜行装扮的
陈福带着同样装束的几个捕快悄悄下船，蹑手蹑脚
踏上了小岛。行进中他好像听到远处有人的脚步和
施工的声音传来，便把指头竖在嘴上轻嘘一声，
示意大家噤声，并随他潜踪循声在岛礁上前进。

眼前已经是岛的顶端，陈福看到那里出现了
一块人工凿出的硕大的平台。就着月光，他看到
在洋行里见过的法国商人利玛士，正指挥着一群
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中国人在那里紧张施
工。一个似曾见过的身影突然映入了陈福的眼
帘，就是那个在利玛士身边对施工的人吆五喝六
的人，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场景——

三年前，时任顺昌知县的陈星聚通过线报，
终于摸清了在这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以罗虎
罗豹兄弟为首的一股土匪的老巢就在九龙山，并
率领官兵把他们团团围堵在了山顶的断崖前。

龟缩在乱石缝中的土匪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
力，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捉。悬崖边，匪首罗
虎和几个喽啰被陈星聚率兵团团围住。

陈福持刀步步逼近罗虎。罗虎，这个四十多
岁的悍匪步步后退的同时眼里仍然放出凶光，并
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做出拼命的架势。

陈星聚从人群中跨前一步厉声喝道：“快快
投降，本县可向朝廷禀告，对尔等从轻发落！”

罗虎嚎道：“陈星聚！你毁我山寨，断了我
兄弟的活路，老子跟你拼了！”说着舞刀就向陈
星聚扑来。

陈福见状，纵身上前，手中的宝剑同时朝着
罗虎刺去，也就是几个回合下来，陈福手腕一抖，
罗虎惨叫一声，一股鲜血从他的胸口喷溅而出。

罗虎的尸体从山上飘落下去的同时，谁也没
有注意到在离他们不远处对面的另一处崖壁上响

起一声大叫：“哥哥……”
陈福忽然从回忆中清醒了过来，他揉了揉

眼，想把上面那人再看清一些。然而，就在这
时，他的脚下突然踩落了一块石头。

利玛士被石头滚落的响声惊动，他有些不大
相信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小岛上此刻会有人窥探，
但这突如其来的响声还是让他有些警觉，便示意
身边的那个中国人过去查看。

强烈的手电光柱掠过一块块礁石，陈福匍匐
在石缝里一动也不敢动。

突然，手电的光柱和陈福背上插着的钢刀照
在了一起出现了反光。“有人！”随着一声惊叫，
利玛士向已经围到他身边的法国水手们发出号
令：“不要开枪！把他们包围起来，一个都不能
放走！”

陈福见自己已经暴露，便不躲藏，霍地纵身
跳出，他带领的捕快也急忙随他跳了上去。

刀枪相交的声音响起，一群黑影在小岛上展
开了激烈的搏斗。

那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参与施工的人，已经
被押在一个黑暗的礁石缝里，他们蜷缩在一起，
看着上岛的人被岛上的法国人团团围住，且不断
有人在法国人的刺刀下倒地。

身边又有人倒下，陈福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见寡不敌众，他不敢恋战，大声吼叫同伴撤离的
同时边战边向后退去。渐渐，陈福被逼上了绝
壁，他往后看了一眼，见身后已是汹涌的大海，
须臾间有了主意，突然不退反进，大吼一声舞剑
扑向已经扑到自己面前的利玛士。利玛士一愣，
急忙闪身避过。也就在他闪身的同时，陈福已经
返身跳进了大海……

又一轮红日从海面冉冉升起，海妹子又来到
了海边向着远方眺望，她依然盼着有奇迹出现，
盼着阿爸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突然，她看
到一个人被海浪推到了岸边，急忙跑了过去，把
那人从水里拉了上来。

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陈福在海妹子的拉扯中渐
渐醒来，他艰难地喃喃道：“快！快去到……县

衙……”话没说完，就又昏了过去。
县衙的签押房里，陈星聚不停地踱步，看得

出来他的内心非常焦急。
一旁的高文也关心地道：“陈捕头不会出什

么事吧？”
“应该不会吧？这孩子跟了我多年，从小就

机灵。”陈星聚似问自己，又像是自我安慰。回
头见高文疲态尽现，就道：“先生也是一夜没睡
吧？歇会儿去吧，我再等等。”

高文叹道：“唉，睡不着呀！”说着，他走过
去吹熄了已经快要燃尽的蜡烛，又道：“大人这
样熬下去怕是不行的，您已经连着两天两夜都没
有合眼了……”

“唉！”

案子审了个半截

北京的春天来得虽晚，但进入了四月，却也
是暖风拂面了。

兵部值房内，年过七旬的左宗棠不久前刚被
朝廷从陕甘总督任上召回，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
暂领兵部，但他从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里，明
显感觉到应该还有另外的差事在等着他，只不过
还没到让自己领差的时候。因此，他坐在兵部值
房也不过是临时的过客而已，所以，他每天都在
上了早朝后就坐在那张专门为他设下的大案前，
端起司官为他煮好的一盏产自家乡的黑茶慢品的
同时，也在心里准备着宫内时刻到来的备询。

四品武职服色的韦金榜这时已经是兵部主事
司官了。此刻，他拿着一纸公文匆匆来到正在伏
案看卷的左宗棠的面前：“大帅！”

左宗棠闻声抬头：“啊？金榜啊！”他把刚刚
看过的一个折子撂了过来道：“福建巡抚何大人
密折来报，琉球密使到福建了！但日本人一路追
杀，跟着就到了福建；密使进京这一路上看来也
是凶险得很，看来得派个可靠的人陪伴呢！”他
把折子撂过来的同时看到了韦金榜手里的公文，
忙问：“这是？”

韦金榜急忙呈上：“也是何大人的急报。”
左宗棠拿来看过，眉头却皱了起来：“咱们

什么时候请洋鬼子帮助建炮台了？”
韦金榜道：“咱们没有接到过呈报，但不知

其他衙门？”
左宗棠捋了一下全白的长须，陷入了沉吟：

“防务问题别的衙门管不得啊……知会总理衙
门，问他们知道不知道？”

此时的仙游县衙却是如临大敌般紧张。
日上三竿，三班衙役、捕快具是全副武装衙

内廊下列队。身着六品官服的知县陈星聚带着高
文出现在廊下，他把眼前的人马扫视一遍后朗声
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一片回应甚是响亮。
陈星聚一声令下：“海边登船！”
“啊！”众人回应的同时列队跑出县衙。县

衙外围观的人们自觉排列在路的两旁，议论的同
时目送陈星聚和他带领的人渐渐远去。海上，两
艘载着官兵的官船疾速向着远方的小岛驶去。

甲板上，陈星聚手持望远镜向前方瞭望。片
刻，他在收起望远镜的同时回头对身边的高文吩
咐道：“告诉下边，岛上人众，悉数缉拿，一个
也不许放过！快！”

高文回头高呼：“全速前进！”海浪被全速前
行的船只撞成了浪花。小岛上，呐喊声和枪刀相
交的撞击声交织在了一起。在陈星聚指挥下，捕
快和衙役们猛虎下山般呐喊着扑向了岛上的洋
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混乱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影纵身跳
海。

打斗的声音渐渐息落了下来。利玛士和他的
同伙被围在平台上，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那些
被抓来施工的人被解救了出来，他们哭着笑着从
礁石缝中爬出，和衙役们一起围住了那些折磨他
们的洋人。

陈星聚仔细看着那即将完成的建筑工程，眉
头皱得越来越紧了。就在此时，利玛士挣开被两
个衙役执着的手，呼地冲到陈星聚身边咆哮：

“陈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破坏我们施工，你是
要负责任的！快把他们放开！”

陈星聚丝毫不为利玛士所动，仍然是冷冷说
道：“利玛士先生，在这寸草不生的海岛上你施
的什么工？难道你们从遥远的法兰西跑到这里就
是来开垦荒地的吗？”

利玛士语塞了：“这个……我们已经向县衙
呈报过，英法两家洋行要联合在这里建大型仓
库！呈文早就报给了衙门，大人难道不知道吗？”

陈星聚冷笑了：“哼哼！不要忘了本县当年
曾经从戈巴先生手里买过枪炮，更不要忘了本县
当年也打过仗。你们是在这里修建炮台，你当我
看不出来吗？”

利玛士被陈星聚的声音震得愣了一下，但他
马上就回过神来：“是的，你们这里原来的炮台
已经报废了，我们是经你们总理衙门批准，为了
帮助你们加固海防而修建的炮台！”

陈星聚怒喝：“满口胡言！我们修建的炮台
的坐向是炮口对准我们的县城吗？难道修炮台是
为了用你们的洋枪洋炮打大清的老百姓吗？”看
利玛士答不上话来，又威严地喝道：“把炮台拆
除，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带走，回衙细审！”

利玛士面露狰狞：“陈星聚，你这是破坏外
交关系，挑起外交争端，你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带走！”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六）

■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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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剑
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一代德星陈

寔病逝于家中，消息传开后，“闻者莫不痛哭
失声”。于是，两汉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场葬
礼，在陈寔的老家颍川郡高调举行。

这天，前来奔丧的人就达三万人之多，几
千辆车把颍川的道路都挤满了。司空荀爽、太
仆令韩融等数百名高官执子孙礼，为陈寔披麻
戴孝；左中郎将、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为陈寔
撰写碑文；大将军何进代表皇帝，派专使前往
颍川致悼词，称他“文为德表，范为士则”。

一
陈寔，字仲躬，东汉颍川郡许(今长葛古

桥)人。年轻时在县上做吏员，公事之余，无论
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手不释卷。县里出了这么一
个上进青年，县令邓邵很高兴，就推荐他到京
城上太学。

元嘉二年（152年），陈寔出任太丘（今河
南永城）令。官虽不大，但影响非常大。而陈
寔的一世清名，也正是从当太丘令开始的。

陈寔为官清廉，据说他赴太丘上任，全家
是坐牛车来的。随车带着弹棉花弓、纺车等日
常生活用具。后来，拉车的母牛产了小牛，陈
寔认为小牛是吃太丘当地的草料长大的，坚持
将小牛上交官库。至今，太丘仍传唱着一首民
谣：“汉吏盛传陈寔公，牛车共挽带花弓。牛
生一犊仍归库，雅化德风千古称。”

陈寔理政，主张德化劝慰，多施仁爱，安
民而不扰民。相传，他经常让夫人坐上牛车，
带上花弓、纺车，劝农耕织，使民勤劳持家。
辖区内的老百姓很快就安定下来，过上了丰衣
足食的日子。邻县的老百姓听说后，纷纷要求
迁入太丘县境内生活。

陈寔心善，对生活中的恶人却不迁就。有
一次，有强盗杀死了一个财主，他带人前去追
捕，半路上又听到有一个女人生下婴儿抛弃不
养，他立即回头处理弃婴一案。有人劝他说：

“盗贼杀人的案件重大，应该先去查办。”陈太
丘却说：“不是这样。盗杀财主，不如骨肉相
残性质严重！”

无独有偶。有一天，一个小官吏向他请
假，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陈寔后来知道这
个小吏是在说谎，就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主
簿觉得这个判罚太重了，就委婉地提醒他再查
一查。陈寔头也不抬地说：“不必查了。他诅
咒母亲生病，就是不孝，没有比不忠不孝更大
的罪了。”陈寔治县有方，“循良吏”的名声就
在朝野传开了。

二
陈寔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从太学

毕业后，到阳城山住了下来。当时，刚好许县
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正在办理此案的杨吏认为
陈寔有重大嫌疑，立即派人把陈寔从山中抓来
审问，又是拷打，又是刑逼，招数用了不少，
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最后，陈寔被无罪释
放了。几年后，陈寔做了督邮，专门负责评定
颍川郡所属各县官吏的功过。按说，这是一个
绝佳的报复杨吏的机会，然而，对当年之事，
陈寔不仅不计前嫌，还委托县令对杨吏多加照
顾。他真诚地说：“当年之事，也不是杨吏原
意，如今案情早已水落石出，想必杨吏也痛悔
不已。过往之事，就让他顺水东流吧。”他以
德报怨的宽广心胸让后人慨叹不已。

桓、灵时期，宦官势力日益强大，但他们

与朝中的士大夫和名士形如水火。有一次，太
监头子张让的父亲死了，灵柩运回原籍颍川安
葬。葬礼上，朝中享有清名的士大夫一个也没
有去吊唁，这让张让很没有面子。这时，陈寔
居然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了张让父亲的葬礼上。
陈寔的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们的鄙视
和公愤，也让他一时背负了汹汹的骂名。后
来，发生了党锢之祸，陈寔凭借与张让的这点
交情，保全了许多名士，其中就包括后来官至
三公的朝廷大员。这时，人们才真正明白了陈
寔的良苦用心，对他更加敬重了。

东汉延熹九年，“党锢事件”株连众多，
连陈寔也未能幸免。许多人大都选择逃走或是
请求赦免，唯独陈寔主动请求坐牢。他大义凛
然地说：“我不进监狱，众人就没个了结。”党
禁解除后，朝廷多次征召陈寔入朝为官，他都
坚辞不就。光禄大夫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
卿，都会叹息说：“像陈寔这样的人都没有登
上公卿之位，我们真是受之有愧啊！”

三
党锢之祸之后，陈寔厌倦了官场，就到郾

城新店台西村附近隐居。陈寔在郾城的声望极
高，非常受人尊重，人们要是有了什么争讼，
大都会请陈寔来评判。只要是经陈寔出面调解
的纠纷，争论双方都没有怨言。于是，郾城一
带的乡民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
所短。”在台西村，有两件与小偷有关的事
情，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

有一次，村西头竹匠的母亲卧病在床，家
里却无钱医治。为了给母亲治病，竹匠铤而走
险，翻墙越院，到陈寔家的竹林里偷竹子，被
当场捉住。了解实情后，陈寔不仅没责罚他，
反而送了很多竹子给那位竹匠，让他编织物品
卖钱，给母亲治病。

有一年，台西村周边闹起了饥荒。为了填
饱肚子，有人就被迫做了窃贼。一天晚上，一
个窃贼进入陈寔家里，躲在房梁上，准备伺机
行窃。陈寔暗中发现了，就起来穿好衣服，然
后，他把儿孙们全部叫到自己跟前，正色训诫
他们说：“人不可以不努力，不善良的人不一
定本性就是坏的，只是养成了坏习惯，到了不
可收拾的地步。你们现在往上看，我们房梁上
的这位君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窃贼
大惊，吓得赶快从房梁上跳下来，跪拜在地，
诚恳认罪。陈寔开导他说：“看你的长相，也
不像个坏人。你沦落如此，可能是因为贫困。
以后你克制自己，返回正道。”说着，他命家
人取出两匹丝绢，送给了窃贼。窃贼十分感激
陈寔的义举，后来果然改掉了坏毛病，成了一
个有用的人。这就是“梁上君子”一词的由
来。陈寔感化盗贼的故事在郾城传开后，当地
再也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

清朝乾隆年间，新店人在距凌云台东南约
五十米处，修建了一座“无梁亭”。“无梁
亭”，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房梁，不但没有房
梁，就连一根木料也没有，用的全部是砖瓦。

当地群众说，“无梁亭”是为纪念陈寔恩赐盗
贼的功德而建的。“无梁”，意指梁上君子没有
藏身之处，这里面暗含着“天下无贼”的太平
理想。对此，有人写诗赞道：“凌云烟锁几经
秋，文范先生在此留。窃竹穷民无病涉，投梁
君子有恩酬。”

四
陈寔诚实守信，言出必行。这一点，深深

影响了他的儿孙们。《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
个故事：陈寔与朋友相约，一同去办事。过了约
定的时间，朋友还不来，陈寔就一个人径自走
了。过了一会儿，朋友来了，陈寔的大儿子元方
正在门外玩耍，朋友就上前质问。元方义正词严
地回答：“你不守信用，而且还非常无礼。”

有一次，有客人到陈寔家闲谈。陈寔和客
人在谈事，让他的两个儿子元方和季方烧火蒸
饭。两个孩子对大人谈论的事非常好奇，就偷
偷跑到窗外去听，结果忘了在锅里放上竹箅，
米被煮成了粥。陈寔问原因，两个孩子如实交
代。陈寔问：“你们可曾记得我们谈论的内
容？”两人便把听到的话交替说给陈寔听，一
句话都没有漏掉。陈寔高兴地说：“好样的，
煮成粥就煮成粥吧，何必一定要蒸干饭呢？”
有人问陈寔：“元方和季方这两个孩子，谁的
德行更好呀？”陈寔笑了笑说：“不分上下，元
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难兄难弟”的成
语，就这样诞生了。

陈寔和他的儿子陈纪、陈谌，名重一时，父
子三人被称作“三君”。陈寔的孙子陈群，后来
成为曹魏的三朝元老。此外，陈寔还与颍川郡的
名士钟皓、荀淑、韩韶，并称为“颍川四长”。
有一年，陈寔带着两个儿子陈纪、陈谌及小孙子
陈群驾车拜访荀淑，荀淑设宴款待，荀淑的八
个才学出众的儿子侍陪，两家宴饮甚欢。这
时，朝中太史夜观天象，说：“德星汇，五百里
内有贤人聚。”时京都洛阳距颍川380里，德星
正好应在陈荀两家身上。至此，陈寔除了有“陈
太丘”这个雅号之外，又常被人称作“德星”。

五
陈寔的墓地有两处。一处位于长葛市古桥

乡苑店村东，墓冢占地 177 平方米，高 7 米，
墓苑占地约 4667 平方米。一处位于郾城西北
17.5公里的台王村东北，即凌云台与九女冢之
间。可惜，此墓葬在“文革”中被当作“四
旧”扒掉了。然而，根据中国古代的丧葬习
俗，人去世后，多半是要叶落归根的。我猜
想，郾城新店的陈寔墓可能只是一个纪念塚。

对陈寔怀有景仰之情的，还有河南永城的
老百姓。在永城的陈寔公园里，有一座总高3.6
米的陈寔铜像。“霜压苍松冷韵长，荒祠异代祀
循良。聚星盛事传千古，化盗仁风被万方。尝
听黎民歌惠泽，时来野老颂甘棠。乡人共畏陈
君短，党禁书成亦不妨。”在人们的心目中，陈
寔的仁者懿范仍然像刚劲的风，吹过中原大
地，时时给予我们智慧、勇气和力量。

陈寔与“梁上君子”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文学给我带来了快乐，累并快乐着。”8

月11日，《奔流》文学编委、副主编游磊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游磊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
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从 1992 年开始从事
媒体工作，在国家、省级报纸上刊发新闻作品
多篇，曾获国家行业类报纸新闻奖，河南省
委、省政府好新闻特别奖。

游磊说，初学写作的人要从自己熟悉的一
切写起，写身边的人、事、物，并赋予真情实
感，带着真情创作，作品的字里行间才能有温
度，才能得到大家对作品的认可。别急于写
作，把自己顿悟的东西进行一定的沉淀，待灵
感而发时再写，灵感到来时，笔下才有可能升
华。要深入生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从生活
中来，作家抵达生活的深度，决定了文学创作
的厚度。目前，写散文这种文体的人很多，你

熟知的一切都可以用散文这种文体去表述。散
文必须要有思想性，个人感悟如果没有思想关
联其中，就不能称为好的作品，思想性与文学
性高度统一的作品才可称得上好的作品。

在谈到阅读的重要性时，游磊说，腹有诗
书气自华。博览群书能够汲取他人作品之长、
补己之短，博览群书也能为自己的才智增加亮
丽的光彩。

游磊说，自 2014 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
召开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繁荣文艺创作
的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文学迎来了新的春
天。举办文学讲座就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通过举办讲座，让全市这么多的作
家、作者相聚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经验，打破
创作瓶颈，从而在文学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
些。希望漯河的广大文学创作者都能真正以淡
静的心态创作，在文字世界里构筑起另外的一
个个自我，切不可为追究名利而创作，要创作
有思想、有温度、无愧于新时代的文学作品。

用淡静的心态创作
——访《奔流》文学编委、副主编游磊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我很喜欢一句话：写作是一种冷暖自知

的生活方式。”8月11日，郑州大学文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魏华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文学是值得人热爱的事业，要不然，为什么那
么多人不放弃呢？

魏华莹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
有 《<废都>的寓言——“双城”故事与文学
考证》，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魏华莹说，
写作者要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有自己擅长的
领域和方式，比如你喜欢古诗词，你就研究，
就写出那种韵味和意境。你喜欢散文，就读那
些优美的散文，探讨写作方法，写出好的作
品。你写小说，你就围绕自己熟悉的领域写，

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作根据地非常重要，
这是构建个体独特性的基础。

在谈到如何提高创作水平时，魏华莹说，
要多写，表达出来，是对自己生活经验的调
动，是练笔的过程，也是历练的过程，能够更
熟练地掌握创作方法。要多读书，拓展自己的
视野，读一些文学经典，汲取创作经验。除了
读经典，还要读一些杂书，深入生活，善于观
察，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写出的东西更
接地气，更能够打动读者。

魏华莹说：“我很喜欢漯河这个城市，很
干净，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这场讲座现场有80
多岁的老人，还有十几岁的孩子，都很专注聆
听，这样真挚地在一起交流，让我很感动。”

写作者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访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魏华莹

■■名家访谈名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