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艺君
6月15日至19日，“赋能乡村振兴

书写山乡巨变”——2024年全省基层作
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
省的 80 余名基层作家会聚漯河，与文
学名家面对面，感受新时代文学的万千
气象，交流创作心得，畅游沙澧，了解
漯河厚重的历史文化，营造了浓厚的文
学氛围。

本次培训班为我市的文学爱好者送
上了一道“文学大餐”，对提升其文学
创作水平很有意义。为期 5 天的时间
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省
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副院长冯杰，

《都市》 杂志副主编手指，《大观》 杂
志社社长、主编张晓林，《十月》杂志
主编助理谷禾，《人民文学》编辑部副
主任马小淘莅漯为培训班学员授课。
除参与本次培训的漯河基层作家受

益，还有很多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前往
旁听，与授课老师面对面交流，丰富
了文学内涵，开阔了文学眼界。鲁迅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漯河文学要发展，很重
要的一点是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培养
一支高水平的作家和文学创作者队
伍。他希望鲁迅文学院与漯河将来能
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助力漯河文学事
业更高质量发展。文学浸润人心，更
凝聚力量。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是
地域文学传承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写
作水平提升，在生活的土壤里播撒
更多文学的种子，有益于文学融入
城市日常，让更多普通市民感受到文
学的魅力。

漯河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
本次培训不仅为参训作家搭建了学习
交流的平台，还宣传了漯河的历史文

化，展示了现代化漯河的良好形象。
学习之余，来自全省的基层作家到沙
澧河风景区、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
公司、双汇新总部大厦、许慎文化
园、贾湖遗址博物馆等地参观、采
风。漯河的城市环境、自然风光和人
文风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
他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作家用
生花妙笔将漯河风物和生活故事写进
精品佳作，必将吸引更多人了解漯
河、认识漯河、走进漯河，提升漯河
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广大市
民的阅读热情，增强漯河人的城市荣
誉感。

“如果生活是阳光，那么文学就是
月光，让生活充满了诗意。”省作协副
主席、文学院副院长冯杰在讲座中说。
是的，文学来源于生活，折射着生活的
光辉。生活本身就是一本立体的文学

书，鲜活多姿，传播着向光生长的力
量。文学与城市的双向奔赴、相互成
就，有助于营造更加浓郁的文学氛围，
让更多人拿起笔，书写心灵、书写生
活，将平凡的日子转化为优美的文字，
实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文
学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和塑造是潜移默
化、水到渠成的。当文学成为一种生活
日常，它的力量就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潜入人心，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参加本次活动的我市基层作家和文
学爱好者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活动让
他们受益匪浅。希望我们的城市能举
办更多形式的文学盛会，搭建学习交
流的平台，助力文学之树枝繁叶茂，
扎根广阔的沙澧大地。相信随着更多
文学、文化活动的开展，城市的“文
学引擎”将被激活，城市的文化内涵
将更加丰富。

让文学之光点亮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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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写小说时，我们要对笔下的人物

一视同仁，对人的境遇有真正的理
解，对人和人的关系充满想象……”6
月18日，在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
培训班上，《人民文学》 编辑部副主
任马小淘从编辑视角对小说创作的
不同题材进行分析，令学员茅塞顿
开。

马小淘是“80后”青年作家的杰

出代表，17岁就出版了随笔集《蓝色发
带》，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飞走的是
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琥珀
爱》，小说集《章某某》《火星女孩的地
球经历》《有意思的事多了》，儿童文学
《被猫带走的夏天》，散文集《成长的烦
恼》《冷眼》等多部作品。其作品曾经
获得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西
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
等。

在马小淘看来，好的文学作品需要
为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东西。“为什么
很多东西读者看后就跟没看似的？因为
没有新鲜感。”马小淘说，在这个瞬息
万变的时代，人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
各样新鲜的东西。这就要求作者认清
形势。过去人类生活有很大程度上的
趋同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他乡遇故知”这样的语句在很
长的时间段里都能让人共情。如今，

“车马慢”变成了“万事急”，互联网
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乡愁被
消解了，生活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各
种新鲜事物。

动人心魄的作品应该有广阔的世界
观和落脚点。“一些作家认为，自己是
为文学理想而写。但我想说，作者心
中不能没有这个世界。”马小淘说，
千姿百态的个人更能体现时代土壤
的丰厚。写作的多样性既体现了文
学创作本身的规律，也呈现出时代
的丰饶和复杂，留下新文学的年轮
和指纹。

在宏大的叙事里，每个生命都很重
要。“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句玩笑话——
蜘蛛侠打击反派时随手扔向坏人的车是
我还欠着十年贷款买的。我想，英雄蜘
蛛侠和碰巧车被扔向坏人的普通人都
有很多可写的地方。”马小淘说，如果
写那些过于庞大、“坚硬”的东西，作
品会显得有点空洞。写每个体系和环境

中“人的意义”才有意思。人的境遇、
人在事情中的作用更值得思考和挖
掘。

“作家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给
人带来新鲜的、生动的、独特的内容。
从时代大环境来看，读图时代、网络时
代拓宽了大众接受知识的渠道，但也损
害了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作家失去了个
人生命的独特体验、失去了想象力，就
无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感悟。”马小淘
说，一个作家是否优秀，就是看其想象
力是否出类拔萃。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马小淘用大
量小说作品举例，并从编辑视角进行剖
析。其精彩的内容、生动的语言深深吸
引了台下的学员。授课结束后，马小淘
与学员互动，并就学员提出的问题答疑
解惑。

对漯河的作者，马小淘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生活在漯河的作家、作
者或许能从家乡深厚的文明积淀中获
得一些启示。”马小淘说，一个热爱
写作的人应该是对自己有要求、有自
觉意识的人。写作不是蜻蜓点水，不
能只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表达。写作是
对自己挖掘、修正、塑造的过程。只
有不断深化对世间万物、历史与现
实、世道人心的认识，注重视野的
开阔和心灵的丰富，才有可能让作
品 渐 渐 呈 现 出 深 度 以 及 个 性的光
芒。

写作是对自己挖掘、修正、塑造的过程
——《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马小淘谈小说创作

■李华强
规矩与我们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息息相关，是一条生命线、
标准线和警戒线。“规”和“矩”
的本义是什么？它们如何引申出
法规、准则的意思呢？我们通过
《说文解字》 说“规”解“矩”，
探寻汉字中蕴藏的文化和智慧。

“规”字始见于小篆，繁体作
“規”。《说文解字·夫部》：“規，
有法度也。从夫，从見。”汉字简
化时，“見”简化为“见”，“規”
类推简化为“规”。“规”是会意
字，由“夫”和“见”构成，会
意成年男子所见合乎法度。其本
义指法度、准则，如《史记·司
马相如列传·难蜀父老》“必将崇
伦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
中“规”即此义。法度、准则必
然要经历酝酿讨论的过程，“规”
由此引申指规划、谋划，如规
定、规避；又引申指用言语纠正
别人合规，如规劝、规勉。

“矩”的源字作“巨”。《说文
解字·工部》：“巨，规巨也。从
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
矢。矢者，其中正也。”“巨”字
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字形像一人
分腿站立，一手握着“工”形器
具，后“人”形演变为“夫”
形、“矢”形——这是今天“矩”
字的由来；也有省去“人”形的
字形，今天的“巨”承继了这一
字形。《说文解字》基于小篆字形
将“巨”解释为“从工，象手持
之”是符合其演变规律的。“巨”
的本义指规矩的“矩”。后来

“巨”假借为大、极、最等义，本
义由其分化字“矩”或“榘”承
担。“榘”在 《说文解字》 里是

“巨”的“或体”，也就是另外一
种写法。“榘”是会意字，其中

“木”表示材质，“矢”表示中
正，“巨”表示手持工具。后来，
人们多使用省去“木”的“矩”。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中以
“矩”为“榘”的正体，“矩”行
而“榘”废。《周礼·冬官·考工
记·舆人》：“圆者中规，方者中
矩。”《墨子·天志上》：“譬若轮
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
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
这里的“规”指的是画圆的工
具，即圆规；“矩”指画直角或
方形的工具，即曲尺。根据二
者的功用，“规”又引申指圆
形、画圆等；“矩”引申指直
角、方形，又引申指规则、法
则等。

“规”和“矩”古代就开始合
用。清代段玉裁在“规”下注：

“古规矩二字不分用。犹威仪二字
不分用也。凡规巨、威仪有分用
者皆互文见意。非圆不必矩、方
不必规也。”“规矩”一词见于春
秋时期的《礼记·经解》：“规矩
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其中“规
矩”指校正圆形方形之器。“规”
的法度义加上“矩”的规则义，
并列复合而成的“规矩”自然有
了准则、礼法义。这个意义见于
宋代 《僧史略·卷上·受斋忏
法》：“魏晋之世，僧皆布草而
食，起坐威仪，唱导开化，略无
规矩。”“规矩”又引申指人的言
行合乎标准和常理，如：老张为
人正派、做事规矩。今天，我们
常用“规矩”指标准、法则或习
惯等，与此一脉相承。

“规矩”一词虽然产生于春秋
时期，但中华先民的“规矩”意
识却萌芽很早。距今约9000年至
75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
些叉形骨器，有的放在死者手
中，有的和一堆龟甲放在一起。
这些叉形骨器与我国出土的许多
汉唐时期“伏羲女娲执规矩图”
中女娲所执“规”极其相似。一
些骨笛侧面有规律的刻痕标记。
专家认为，这些叉形骨器可能是
用于宗教祭祀或用来观测天象
的，有刻痕的骨笛或是一种测量
工 具 。 这 也 许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规”和“矩”。
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

“规矩”的重要性。《论语·为
政》记载的孔子的话“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道出了人生修养
的一种境界。《孟子·离娄章句
上》中的“离娄之明，公输子之
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指
出即使是具备超强视力的离娄、
拥有高超技艺的鲁班，如果不用
圆规和曲尺，也不能画出圆和
方，告诫人们为人做事要遵标
准、守法则。《韩非子·解老》
中的“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
之士，计会规矩也”，指出“万
事万物无不存在规矩，出谋献言
的人要考虑如何合乎规矩”，把

“规矩”这一概念上升到哲学层
面。对于不讲规矩的危害，《韩非
子·饰邪》中“释规而任巧，释
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提出，
放弃规矩而专任巧诈、撇开法度
而用计谋将会导致困惑与混乱。

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重视和强调规
矩。我们应充分汲取汉字文化承
载的思想精华，加强规矩教育，
让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更加
深入人心。

字说“规矩”

■文/本报记者 孙 震
图/通 讯 员 亮 语

6月16日，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
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大观》 杂志社
社长、主编张晓林以 《小小说创作》
为题，和学员分享了创作心得体会。

作为河南省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河
南省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晓林出
版著作 18 部，多篇小说被 《小说月
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
说》等选载。他曾获全国第八届书学
讨论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小说选
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河南省第

二届杜甫文学奖、青海省第二届文艺
评论奖。

“小小说并非是一种新兴文体，古
已有之。”张晓林表示，六朝干宝的志
怪笔记《搜神记》和南北朝时期志人笔
记《世说新语》应是小小说的鼻祖。宋
人笔记中，有一部分已经是很成熟的笔
记小说了。宋代《青琐高议》《中吴纪
闻》《广清凉传》中《温琬》《桑维翰》
《流红记》等篇目，几乎与清人的笔记
小说没有什么差别。笔记小说在明清时
期走向繁荣，同样形成两大体系：志人
体系和志怪体系。志怪体系的代表作是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宣鼎的《夜雨

秋灯录》、袁枚的《子不语》等，志人
体系的代表作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
记》、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和俞樾的
《耳邮》等。

在张晓林看来，进入新时期以来，
笔记小说焕发了青春。孙犁的《云斋
笔记》、林斤澜的《矮桥凳系列》、何
立伟的《小城无故事》、贾平凹的《太
白山记》、莫言的《一斗阁笔记》、田
中禾的 《落叶溪笔记》、谈歌的 《绝
唱》、孙方友的 《水妓》、聂鑫森的
《诱惑》、阿成的《闲话》等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至今还没有哪种文体像笔记小说
这样有着如此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
张晓林说，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学的精粹
和灵魂，是一棵长青的参天大树，是一
座巨大的文化宝藏。小小说是笔记小说
这棵树上长出的新枝。当然，小小说也
赋予了笔记小说新的内涵，以创新的视
角“重回传统”。

张晓林介绍，靠小小说跻身世界级
大作家之列的作家比比皆是。意大利作
家乔治·曼加内利靠一部《100：小小
说百篇》得到了当代作家卡尔维诺的
高度认可。卡尔维诺称他是一位“无
法抗拒的发明家”，他的出现让“文学
界所有观点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
化”。无独有偶，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
托·蒙特罗索仅凭一部小小说集《黑
羊及其他寓言》，就被拥有秘鲁与西班
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略萨誉为与博
尔赫斯齐名的作家。诗人、小说家波拉
尼奥对青年作家建议：“必须阅读蒙特
罗索。”张晓林总结道：“写小小说照样
能成为大作家。”

“如何写好小小说？”在互动环节，
面对学员提问，张晓林给出了建议：一
是要坚持，每天都要动笔。像史蒂
芬·金、托马斯·沃尔夫这些大作家那
样，给自己定个目标，每天写上千儿八
百字，完不成这个目标绝不停笔。能做
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世事纷扰，要想
找个时间坐下来写五百字或一千字并非
易事。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有了这种
意志，作者离成功也就不远了。二是要
给自己定一个标尺。杰克·伦敦开始写
作时，把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作为自己的
标尺，将吉卜林的小说《老虎，老虎》
逐句逐字抄录下来，研究每个句子的组
合形式，最后取得了成功。杰克·伦敦
说：“如果没有吉卜林，我的写作压根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此之前，
他已经收到了六百五十封退稿信。更
为有趣的是，吉卜林后来却成了杰
克·伦敦的书迷。毛姆将伏尔泰定为
自己的标尺。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
毛姆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伏尔泰《老实
人》的仪式。他说：“这样我的脑海深
处便有一个明晰、优雅和机智的标
准。”三是小小说作家要具备两种目
光：一种目光投向优秀的传统文化，
另一种目光投向世界最前沿、最先进
的文学作品。前者让小小说作家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鲜明确立中国气派、
中国风范；后者让小小说作家汲取全
世界最优秀的文学营养，更好地向
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使其了解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
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
灵世界。

小小说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文体
——《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张晓林谈小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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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
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
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 《沙澧饮
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

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化的
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
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

遗、老字号及老手艺，介绍其不
断传承发展的制作技艺；从古
籍、地方史志、诗词、民谣记载
的漯河美食中，发现传统饮食蕴
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 1500 字以内，文
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统文
化和历史文化的挖掘，展现漯
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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