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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12月 14日，《水韵沙澧》丛书新书

发布暨作品研讨会在市新华书店购书中
心举行。我市文学界前辈、知名作家及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50余人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了这场文学盛会。

《水韵沙澧》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是一套用优美文笔和鲜活素材书
写漯河大地历史文化、时代变迁、风土
人情，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反映现代化
漯河“三城”建设伟大成就以及呈现大
美中原的多彩丛书。

谈及该丛书的出版初衷，《漯河日
报》文艺副刊编辑，《水韵沙澧》丛书编
辑、出版的发起和组织者陈思盈说，她
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将漯河成长起
来的优秀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推出去，让
他们走出漯河、走出河南、走向全国。
近年来，国家对文艺事业和全民阅读的
重视程度一直在提升，更坚定了她的这
个念头——策划并出版一套漯河作家创
作的文学丛书。

从 2023 年 9 月开始征集作品，到
2024年11月出版，《水韵沙澧》丛书历
时一年多。这10本书分别是陈思盈的散
文集《一路繁花》、王剑的散文集《时光
帖》、曲从俊的小说集《全城暗恋》、仲
信的诗集《在寂静中聆听》、郎纪山的散
文集 《岁月的歌谣》、张一曼的散文集
《白菜素面》、邢俊霞的散文集《启封的
旅程》、宋守业的散文集 《情怀乡间》、
朱超的小说集《扶摇记》、陈思盈主编的
《沙澧写手》，作品涵盖文学的各种体
裁。丛书的作者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省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会员，他
们分布于多个工作领域，有机关公务
员、企事业单位职员、中小学教师、退
休人员等。

这套丛书得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漯
河籍知名作家周瑄璞的关注。她在认真看
了本套丛书后，欣然执笔写下近3000字
的序言，对这套丛书给予中肯的评价。

市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韩文明表
示，《水韵沙澧》丛书以细腻的笔触、丰
富的情感展现了我市独特的地域文化魅
力。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为漯河市民提
供了一套饱含家乡情怀的精神读物，还
对提升漯河城市文化形象和书香漯河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向丽认为，
《水韵沙澧》丛书不仅是我市2024年文学
文艺创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更是歌颂现代
化漯河“三城”建设的精品力作。

漯河日报社原资深副刊编辑、知名
剧作家余飞说，这套丛书的作者以我手
写我心，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
到的、经历过的一切美好幻化为一朵朵
野花盛开于原野。希望作者在自己选定
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不问收
获，只看耕耘。

丛书作者代表、召陵区作协主席宋
守业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创作和生活
中，他将多读书、多感悟，紧紧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现代化漯
河“三城”建设成就，创作出更多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和讴歌新时代的作
品，为促进漯河文学事业更加繁荣作出
应有的贡献。

“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让自己和这个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在丛书作者代表、经
开区文联副主席曲从俊看来，丛书的发
布，不仅仅是一次总结分享，更是一个
崭新的开始……

活动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理事魏松根、左荣、马建军及
会员王春红、程慧鸽等围绕丛书发布及
读后心得先后发言。

与会人员表示，《水韵沙澧》丛书新
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
广大读者带来了一套优秀丛书，更重要的
是它搭建起一个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交流
的桥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需要
这样的活动激发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
之情。通过这次活动，大家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价值，感受到
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文学的传承
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陈思盈表示，希望《水韵沙澧》丛
书的出版能带动更多作家创作出更多优
秀的、正能量的、反映现代化漯河“三
城”建设的优秀作品。下一步，《漯河日
报》文艺副刊将每一年或每两年策划推
出一套这样的丛书，为漯河的文学事业
助力加油，为漯河的文化繁荣添砖加
瓦，为这座城市更加亮丽多姿作出应有
的贡献。

讲述漯河故事 结出文学硕果
——《水韵沙澧》丛书新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侧记

《水韵沙澧》丛书部分作者在发布会上合影。 见习记者 蔡嘉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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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飞
当一摞10本、洋洋洒洒100多万字

的《水韵沙澧》丛书摆在我的面前时，着
实让我大吃一惊。

这些作者不一、作品体裁不一的文学
作品集在我的案头散发着淡淡墨香。我知
道，把一群业余作者和他们如散落在夜空
里群星般的作品归拢在一处，再经沙里淘
金般的遴选、编辑、修改，然后再出版发
行，这本身就是一项繁琐的工作。除了主
编付出的大量心血外，没有《漯河日报》
搭建的平台，没有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及
其他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套丛
书恐怕很难出版。作为丛书编辑、出版的
发起和组织者，陈思盈同志利用业余时
间，废寝忘食，最终使这套丛书顺利出
版。可以这样说，陈思盈同志凭着对文学

和作者的爱在漯河这片沃野上催开了一蓬
绚烂的鲜花。

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的老师，有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
人员，还有退休人员。他们都是在业余时
间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文学创造。再
有就是，作者当中既有散文作品在业内有
着广泛影响的王剑先生，也有小说有别于
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结构和叙
事方式的青年作家曲从俊同志，还有曾经
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半生的仲信、宋守业
等。他们中的一些是我的文友，其作品我
在岗时曾经编发过、读过，还有一部分是
近年来涌现的新人，但作品并不陌生，因
为那些在《漯河日报》上展现的身影都曾
经让我为之欣喜。

这套丛书，既有个人专辑，也有多

人合辑；既能看到陈思盈以女性视角观
察并用隽永、绵密的笔墨展示其对生活
的感悟和思考，也能看到曲从俊以曲折
离奇的结构方式向读者捧出的小说世
界，还能读到宋守业用朴实无华的笔墨
留住的乡愁。当然还有郎纪山、朱超、
邢俊霞、张一曼等，他们用自己的眼睛
去观察生活的过往，去探寻企冀的未
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仲信的《在
寂静中聆听》。《在寂静中聆听》是这套
丛书中唯一的一本诗集。作者曾经是一
名机关干部，他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文
山会海和公文中度过。然而，对文学的
热爱恰如在心中蛰伏已久的萌芽，就如
诗圣杜甫看到临颍李十二娘的舞蹈，当
即就想起他幼年时在郾城彼岸寺看到公
孙大娘舞剑器，心中的诗情一下子就被

点燃，一首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
行》喷薄而出，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杰
作。仲信虽然不能与诗圣相提并论，但
他所踩出的一个个脚印都化成了一行行
形象化的诗句，不自觉地完成了从公文
的逻辑思维到诗歌形象思维的华丽转变。

这套丛书多是散文集，皆是作者撷
取身边熟悉的人和自己经历的事书写而
成。非常感谢漯河籍知名作家周瑄璞老
师拨冗为这套丛书作序。她在对这些作
者的作品作出客观、中肯评价的同时，
更多的则是希望这些作者在选定的道路
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至于说能走
多远，不问收获，只看耕耘。当你走到
生命的尽头，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能够
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我努力了”，这就够
了。

原野盛开的一蓬鲜花
——写在《水韵沙澧》丛书出版发行之际

■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有幸从事文学副

刊编辑近二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与漯河
热爱文学创作的文友有了较多的联系。近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漯河日报社的关心
支持下，《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
刊立足本土，面向市内外，团结和吸引了
一批文学爱好者，围绕新时代漯河的发展
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助推了漯河文化事业
的繁荣，为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唱响
主旋律、增添正能量，较好地发挥了党报
优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报纸副刊有培养文学新秀的义务，要
有固定的作者群，还要扩大读者群，提升
报纸的影响力。作为《漯河日报》副刊编
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漯河成长起来
的优秀作家、好的作品推出去，让他们走
出漯河、走出河南、走向全国。近年来，
国家对文学艺术事业和全民阅读的重视程
度一直在提升，作为副刊编辑，我更加坚
定了自己的目标——策划并出版一套漯河
作者创作的文学丛书。

这套丛书，是对本土作家的一种肯定和
鼓励，并且能够为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指明方
向、提供动能；这套丛书，翻阅它，可以大
致了解漯河文学的创作水平及漯河文学创作
队伍中有哪些新生力量；这套丛书，是漯河
文化与外界交流的一种新媒介。这些是我策

划《水韵沙澧》丛书的初衷。
2017年初，在报社领导的指导和支

持下，《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策划推出《沙澧写手》专栏，旨在培养更
多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为漯河的文化建设
备足后劲。经过六七年的积累，《沙澧写
手》共推出40多名写作风格初步形成、

写作质量相对稳定、创作成果较为丰厚的
专栏作家。

市委八届四次全会指出，要坚持“文
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
来”，整体把握、系统推进现代化食品名
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建设，凝聚合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实践。我们认

为，借得东风好扬帆，筹备出版《水韵沙
澧》丛书正当其时。前期，我们通过征集
作品、筛选作品，并且与中国文史出版社
沟通，最终确定9个人10本书作为一套
丛书结集出版。这些作品有散文集、小说
集和诗集等，基本涵盖了文学的各种体
裁。这些作者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
家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会员。他们分布
于多个工作领域，有机关公务员、企事业
单位职员、中小学教师、退休人员。他们
生活在沙澧大地，经历着时代的变迁，秉
笔书写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征集的作品
大多是倾情描摹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
的精品力作，也是每名作者经历、情感、
心血等的结晶。而且，我们还有幸邀请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漯河籍知名作家周瑄
璞为本丛书作序。

从2023年9月开始征集，到2024年
11月出版，该套丛书历时一年多终于结
集出版。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带动更
多漯河作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正能量
的、反映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的优秀
作品。

感谢所有对《水韵沙澧》丛书给予大
力支持的读者，感谢所有为《水韵沙澧》
丛书付出努力的人。衷心希望我市社会各
界更多地关心支持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祝愿漯河文学艺术之树常青，年年结出丰
硕成果。

献给沙澧大地的赞歌
——《水韵沙澧》丛书筹备及出版情况

■周瑄璞
我很少为人作序，主要原因是没有

熬到提笔写序言的资历和名望；再一个
是轮到找我作序的作品，大多质量堪
忧，我自不愿与之有所牵涉，坚决躲开
了事。在此之前，为我挂职工作过的陕
西南部县的两名文友写序，除了不能推
却的友情之外，也因作品质量过关、阅
读愉快，才乐得将我之薄名挂在他们书
上。

日前，陈思盈打来电话相邀，希望
我为这套《水韵沙澧》丛书作序，言之
凿凿，非我莫属。我竟然找不出回绝的
理由，在我内心深处，来自家乡的这些
文字，也是我想要了解和亲近的。

丛书全套10册，主要是《漯河日
报》副刊作者创作的散文、小说、诗歌
等，是一系列用优美文笔和鲜活素材书
写漯河大地历史文化、时代变迁、风土
人情，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反映现代化
漯河“三城”建设伟大成就，以及呈现
大美中原、现代河南独特样貌的多彩文
稿。该丛书集出版策划和创作实力展示
于一体，是家乡文学活动的一个有益探
索，也是展示漯河文化实力的一个窗
口。

陈思盈散文集《一路繁花》，呈现
了一名女文青的成长史，苦涩而美好的
记忆，像棉花一样的几次生命绽放、结
果、蜕变，从青春梦想走进坚实生活，
并提炼出哲思感悟。全书性情率真，是
李娟式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追求，闪动着
一种无法抹去的坚韧、清纯底色。

王剑散文集《时光帖》，写尽豫西
故乡的植物、风物、山地风情以及自己
一路走来的人生旅痕，有着和平原大地
所不同的韵味和风貌。

曲从俊小说集《全城暗恋》，收入
作者十多年来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善用
短句，情节简练。全书呈现出作者比较
明晰的创作履历与文学刊物的发表历
程。

仲信诗集《在寂静中聆听》，细致入微，敏感动人，将过往岁月和
人间烟火都写成了诗，凝化为思。

郎纪山散文集《岁月的歌谣》，观书名便知这是献给岁月与故乡的
一部心灵史，由于作者年纪较长、退出职场而呈现出宁静淡然的气度，
曾经艰苦严峻的生活因时光的凝视也变得温柔而美丽。

张一曼散文集《白菜素面》，更多书写乡村，因为那是她的童年所
在。房屋家园庄稼亲人，花开花谢人间烟火以及阳光雨露和微风，于字
里行间细数人情冷暖，一切可感可触，又见得失感悟，追怀往昔岁月，
细腻伤感优美。

邢俊霞散文集《启封的旅程》，专注于行走和阅读，讲述至爱亲情，
描绘内心世界，呈现出一名小城女性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与精神品质。

宋守业散文集《情怀乡间》，关注乡情乡韵，故乡的一草一木、一
事一物，诸多回忆细节在他笔下都是那么珍贵，起到乡村博物志的作
用。

朱超小说集《扶摇记》，午镇少年的忧欢与哀愁，有着那个年代特
有的多情与善感。漂泊，回归，小镇，诗和远方，生命的河流经由耐心
细致的观察与梳理，人生履历的平凡而生动，定格为发黄相片一般的文
学记忆。

陈思盈主编的《沙澧写手》，收入30多名《漯河日报》副刊作者的
文章，有评论，有散文，有作品赏析，全方位展示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宗
旨，并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漯河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

文学就是回忆。我们写作，大多是书写自己的家乡、童年、青春过
往。写作者对于故乡，或逃离，或回归，或魂牵梦绕，或念念不忘，总
之倾其一生书写不尽。当一个人准备写作，尤其书写散文作品时，总是
要以自己的童年、青春、故乡和亲人为切入点。生命之所以神圣，是因
为承载了那么多的记忆，每个人的身上，都镌刻着时代和岁月的痕迹，
也有着独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几乎没有人能超越时代的音符，脱离时
代的轨迹。这套丛书将如此众多的童年、青春、故乡和亲人放在一起，
无意间绘就了一幅中国当代城乡的发展画卷、中原人民的整体面貌，讲
述了基层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

每个人的道路，都由自己的双脚走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
双手创造。平坦与崎岖，幸福和遗憾，得失与忧欢，有命运的安排，也
有自身的努力与争取。这一切生命的演变和样本，都流向于文学的纪录
和承载。在丛书中，作者基本都是“从我说起”，细密的“针脚”一行
行穿行，时代的画卷一帧帧描画，留给更多的人去观察、分析、借鉴。
每一个生命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都是那么渺小、普通，但是一个人
坐在电脑前，将自己平凡、微小的波澜和激情记录下来，会演变为珍贵
的怀念和个例，打造一个小小的、属于个人又属于时代的里程碑，任何
时候回望，都清晰地镌刻在此。这便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这套丛书
令人尊重之所在。

因为书写的基本是同一块地域、同一个年代、同一种生活，这套丛
书倒像是一个漫长年代里的“命题作文”、写给未来的书信。这个命题
不是哪位老师、领导以及生活下达的指令，而是作者们自发的行为，像
是深埋地下的种子要发芽，像是秋天成熟的豆荚会爆裂。这些作者大多
生于乡村，是广大学子的佼佼者，考学走出农村，受过高等教育，又回
归家乡，从事着文教方面的工作与事业，于是有着传统与文明的双重视
野，热爱并审视着自己的家乡，有能力书写脚下厚重而复杂深广的土
地。于是，这些来自黄土地、考学成功、外出打拼、事业稳定的凤凰
男、凤凰女在生命成熟季节，自发地想要书写，又不约而同或者只能如
此顺着血脉和脐带一路上溯，将深情的目光和笔触投向生养自己的那片
土地，进行文学的回望。

文学又是纪录。有心人生活着，珍存、书写着所见所遇的一切，都
贴着文学的真谛来写，偎着生活的温度来写。这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
学，抽芽开花结出的果实。不是那种名贵高级的玫瑰、百合，而是太阳
下的一蓬青草，路边的一片野花，大地上的棉花。读着这些文字，我不
由想起棉花的两种花朵。它先开花朵，再结花朵，前一种花朵是因，吐
露美丽而淡雅的芬芳，后一种花朵是果，奉献温暖而踏实的富足。甚至
还有陈思盈笔下的第三次绽放，“弹棉花就是让已经死去的棉花重新活
过来”。这是植物的一生，也是人的一世，又是文学的历程。这里的人
们，“无论得失功过，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会继续坚韧地过着他们的
生活”（摘自张一曼散文集《白菜素面》）。

这些被标为散文的作品，许多篇章读来却像是小说。运用了小说的
手法，人名地点似乎也多有化隐，那些鲜活细腻的情节，似也介于写实
和虚构之间。我们也不必追问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或许因为这些文字
与记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沉淀得足够长久，所以备加珍视，在一次
次的修改、打磨、审视之中，自己也搞不清是真实的还是遵循着生活逻
辑想象创造出来的，总之他们都在这片大地上发生过。

所喜所幸，丛书收入的这些作品，基本都在文学及格线之上，是合
格的文学表达，并无我所担心的基层作者空有一腔热情、却无文学水准
的词不达意、文理不通、粗疏夹生。这或许与这片土地历经中华文明几
千年的文化浸润和全民崇文爱文的优良传统有关。颍漯大地，沙澧流
域，几乎每一方土地、每一条河流，都有丰厚的历史遗迹、先祖的文化
遗存，更有字圣许慎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使得中原厚土上的人们，对文
字有着非凡的热爱、严谨的敬畏。

我又十分感佩陈思盈的能力与努力，小小一女子，地方报副刊编
辑，有着将本地作者号召起来出版作品的雄心与壮志，并且要面对大量
琐碎的工作，这无疑需要非凡的热爱与勇气。

我作为一个远离家乡的写作者，与其中大多人未曾谋面，但是通过
这些文字，似乎结识了他们。遥遥祝福。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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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大
地
的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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