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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名家访谈

■本报记者 孙 震
3月25日至26日，市委宣传部、市委

组织部指导，市文联、漯河市新华书店主
办，许慎文化园、郾城区新华书店协办的
著名作家刘庆邦文学讲座暨《花灯调》新
书文学交流会举行。

刘庆邦，1951年生于河南省沈丘县，
一级作家，曾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
二届老舍文学奖。

“很高兴到漯河同大家一起探讨人品
和文品、人格和文格的关系。”3 月 25
日，在许慎文化园中华汉字体验馆，刘庆
邦以《文品与人品，作文先做人》为题，
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人生感悟，深
入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导
文学爱好者在追求文学梦想的道路上修炼
品德，以高尚的人格为基石，创作出更具
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文学作品就是写人。要坚持以人为
本，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刘庆邦
谈到，人品决定文品。文品的高下是人格
所决定的。他母亲曾说他是一个“心重”
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往心里
去，很可能他就成不了作家。”在刘庆邦
看来，一个人“心重”非但不是一种消极
的心理状态，反而是积极的。“其实无论
说‘心重’还是敏感，关乎一个人的善

良，还有对责任的承担。”
写作和生命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刘庆

邦看来，生命质量决定作品质量。每个
作品都是创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
舞、生命之诗。作品是精神和心灵的外
化，有什么样的生命质量、生命力量、
生命分量，就会写出相应的有力量、有
分量的作品。

“作家生命的质量，指的是作家的人
格。它至少有六种标准：善良的天性、高
尚的道德、高贵的灵魂、悲悯的情怀、勤
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刘庆邦表示，
文学创作既有完善自我的功能，也有劝善
的功能。他期待文学爱好者对生活有所观
察、有所用心，承担起通过创作劝人向善
向上的责任。创作过程中，刘庆邦也曾对
自己的创作才华有过怀疑，但从未动摇过
信念。“船的劲儿是在帆上，人的劲儿在
心上。”刘庆邦鼓励文学爱好者一定要相
信自己的心劲儿，在文学道路上坚持下
去。

提到生命的力量，刘庆邦解读道，生
命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人要不断思考。
独立是思考的前提，人没有独立是谈不上
思考的。对于一名作家，甚至对于每一个
人来说，只有做到独立思考，生命才有力
量。他表示：“‘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

就有的，而是后天经历一些事情、一些坎
坷磨难，被人误解过、轻视过、批判过，
经过锻炼再锻炼、加码再加码，生命才逐
渐变得有分量。”

3月26日上午，《花灯调》新书文学

交流会在郾城区新华书店举
行。

《花灯调》呈现了“白天
鹅书记”的下乡“探险”历
程、“丑小鸭乡村”的蝶变传
奇。作品取材于遵义地区真
实素材，小说原型用7年多的
时间、2700个日夜的坚守，
与父老乡亲共同见证了乡村
旧貌换新颜的蝶变。作品得
到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评价。

“《花灯调》是2023年
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
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
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写作
中，我常常泪湿双眼，擦擦
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刘庆
邦说，“写《花灯调》难在从
写‘我乡’到写‘他乡’，从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到写陌生
的环境、陌生的生活。这是

对自己的挑战，但写作要敢于迎接挑
战。”

交流会最后，刘庆邦与现场的文学爱
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一一进行了解答。

人品与文品 作文先做人
——刘庆邦文学讲座暨《花灯调》新书文学交流会侧记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只有春天和爱允许入内》
秦梦轩 著

书中通过厨房里的水果、盘
子、螺丝钉等小物件的视角，展
现了它们各自的故事，或温馨
可爱，或脑洞大开，充满了生
活的哲思与幽默。每一幅漫画
都是对平凡生活的细腻观察，
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温暖与共
鸣。这本书能为忙碌的现代人
带来心灵的慰藉与力量，提醒
我们：哪怕焦虑一点儿也没关
系，要先成为自己。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
推荐书目

你是否也曾幻想过逃离都
市、归隐田园？《克拉克森的农
场》 将带你体验一场既搞笑又
真实的“农场主”生活。著名
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化身
暴躁农夫，在 6000 亩的土地上
与天斗、与地斗、与羊斗，其
乐 无 穷 。 从 播 种 翻 车 的 拖 拉
机，到不听话的羊群，再到阴
晴不定的英国天气，克拉克森
用独特的英式幽默将田园生活
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

本书收录了作者于寻常花
木、烟火生活中参悟的箴言短
文，分为“惹了春天”“天真眼”

“美气”“花一般好”四个篇章，
呈现人生日常的烟火与妙趣，渗
入作者平和淡然、通透达观的人
生哲学，配以百余幅精巧灵动的
彩色花木插画，让读者感悟自
然、花木与女性相通又各不相同
的优雅、从容、坚忍、豁达等种
种美好而珍贵的精神和姿态，在
作者温暖亲切的文字与精美的全
彩插画中安放焦躁的心灵、收获
前行的力量。

《人间任天真》
蔡 皋 著

书中以质朴动人的笔触描绘
了父母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以及
故乡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情味。
作者通过24篇散文展现了父母幽
默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艺
术与自然的热爱。书中既有对亲
情的深情凝视，也有对时光流逝
的细腻感悟，读来令人动容。这
是一本适合在春日阅读的书，让
我们重新发现平凡生活中的诗意
与温情，提醒我们珍惜与家人共
处的每一刻。

《四个春天》
陆庆屹 著

事业巅峰之际，梅比陷入重
度抑郁，却在东安格利亚的广袤
原野中重获新生。他通过细致观
察，描绘了雨燕、狐狸、泰班野
马等生灵的灵动之美，并深入探
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书中既有
对自然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生命
的深刻思考，语言诗意而富有哲
思。梅比的文字如同一剂良药，
治愈了自己，也治愈了无数读者。

《心向原野》
理查德·梅比 著

汪曾祺的散文集 《人间草
木》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
观察。书中记录了他对花、鸟、
虫、鱼和风土人情的独特感悟，
文字质朴而温暖。阅读这本书，
仿佛置身于烟火气十足的生活场
景，提醒我们在平凡中发现美
好、感受生活的乐趣。

《人间草木》
汪曾祺 著

《克拉克森的农场》
杰里米·克拉克森 著

■王春红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思盈

的《一路繁花》以生活为根系、以成长
中的感悟为枝叶，在时光深处向阳而
生，终在热烈而真挚的文字里绽放一路
繁花。

思盈爱花，她在生活中种花护花，
也在内心呵护着自己的心灵花园。她的
草木之心和生活中各种人都能心意相
通。她爱向日葵，向日葵就成了身边

人：“向日葵的花瓣就像生活中的两种
人，一种是华而不实的边缘之花，一种
是谦虚平和的果实之花。”写到棉花，
它又成了另一种人：“告别了青春之花
的张扬和极不安分，有了自己的格调，
素面朝天又不争不抢，默默在阳光和雨
露的怀里出落着、出落着……”草木、
植物、庄稼，这些陪伴在人们身边的生
命，在四季中轮回荣枯。比起人类漫长
的生命，它们是短暂的。作为一名写作
者，进入万物生灵的生命，而非只是路
过它们，才会让心灵有敏锐的洞察力，
以此保有向上生长的初心和力量。

在思盈的文字里读懂草木之心，
渐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宁静，
人只不过也是土地里的一棵植物。宗
璞在一株紫藤萝的繁盛中感悟生命：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比起草木的
轮回生长，人类的生命何等短暂和珍

贵。所以让自己和草木一样柔韧而顽
强、沉默而绚烂，这也许是与草木为
伴的感悟。

在找寻烟火中体味人生百味，诉
诸笔端成为空灵之语。她写颜色、写声
音、写气味，都透着不易捕捉的敏锐和
细腻。我想，这是因为她既热烈地投入
如火如荼的生活，又保持内心的宁静。
虽然有文艺女青年的范儿，但是她亦爱
生活中的烟火，愿为爱洗手做羹汤，愿
为美食绘制一幅独有的地图，愿在夜市
寻一碗开花的菜，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
寻到意味悠长。她不断探索，文字里多
有“窗”的形象——文字、心灵甚至高
跟鞋都是与生活连通的一扇窗，通过它
们去看世界、看众生。生活，要置身其
中。看生活，隔着“窗”更好。文如其
人，这本书的文字有着鲜明的姿态——
身处闹市而心自静。

回望青春岁月，尽管有过痛苦的迷

茫，但思盈前行的步伐依然坚定。无
疑，她是勇敢的、无畏的，坚持最初的
梦想，持之以恒地坚守。她曾在工厂里
做过普通女工，但她没有淹没在琐碎艰
难的生活中，而是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梦
想。幸运的是，当作者选择用文字去梳
理和回放过往，彼时那些受伤的地方已
会变成最坚强的所在。她用文字铺成了
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她写的散文、诗
歌、小说等是路上美丽的风景，如美丽
的彩虹，唯美而浪漫。

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很多对人生
的感悟与思考，就像一朵朵开在春风里
的花，不仅让人欣赏到千姿百态，还能
在文字的花海里尽情吮吸花蜜。思盈性
格洒脱、性情率真，文字如阵阵春雨洒
落，润物无声。她以热情的心投入生
活、以安静的心抒写生活，在静谧的时
光里栖息诗意的灵魂，无畏前行，静等
生命的一次又一次花开。

无畏前行 繁花相送
——《一路繁花》读后

作家简介：陈思盈，河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漯河市二届文联委员，漯河日报社水韵
沙澧副刊编辑。她于2003年开始文学创
作，多篇作品在 《漯河日报》《河南日
报》等发表，主编的《艺苑风采：漯河
市文艺名家2018》一书由河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并入选漯河市第十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项目。

我的文学之路 ——《一路繁花》后记

陈思盈 图片由本人提供

3月25日，刘庆邦在许慎文化园汉字体验馆作文
学讲座。 张雪莲 摄

■陈思盈
文学是需要启蒙的。小学和初中

时的几位语文老师都是我爱上写作的
引路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大量阅
读，悄悄写作，偷偷给报刊投稿，寄
出去了十几篇文章，但都没有回音。
期待、煎熬、痛苦，那种心情，有过
文学梦的人大概都能体会。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我早早地
把自己“扔”进了社会。初入社会，
因为没有大学文凭，所以求职时处处
碰壁。参加工作后，下班后别人去
玩，我没有。我曾在夜深人静的车间
大案子上读顾城、钱钟书、张恨水、
张爱玲、沈从文；我曾在许多节假日
流连于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书店和租书
店，读那些我听说过或没听说过的
书；我曾在宿舍狭窄的床上一点点用
文字编织我的梦想。

因为读过很多书，从文字中体验过
很多我没有经历过的苦痛，所以在生活
的坎坷面前我没有随波逐流。那些读过
的书，让我在流水线上工作时没有放弃

提升自己，没有被外面精彩的世界迷了
双眼，让我一直跟随自己的心走；那些
读过的书，让我收获了真诚的友谊——
文友坦诚相待，许多朋友是那么质朴，
我们之间，散发着泥土一样的芳香；那
些读过的书，也让我在面对一些虚情假
意时有了足够的分辨力，因为那些读过
的书中有太多太多人生百态的演绎。这
些，让我在面对一些恶意的伤害时选择
了原谅、选择了放过彼此。那些读过的
书，让我在对待父母时有了更多的理性
和宽容。他们给了我生命，为我撑起一
片生命的天空，我从不因为父母在老家
种地而自卑，也从不因他们没有多少文
化而觉得低人一等，那些书中的文字让
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让他们安度晚年，
不做一个啃老的人。那些读过的书，让
我在选择恋爱对象时牢记冰心说给铁凝
的那句话——“你不要找，而是等，等
到属于你的那个人来”；那些读过的
书，让我的文学梦想日渐丰盈，进而将
读别人的文转化为自己的心灵低语，又
变成一篇篇散文、随笔、小说、诗歌、
评论，花朵一样开在一家家报刊的枝头
上。那些文字之花，让我有了除了大学
文凭之外的“敲门砖”——2007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我拿着自己的剪报集
《思盈小筑作品集》，以毛遂自荐的方式

敲开漯河日报社的大门……
进入报社工作后，我一直从事

文学版的编辑工作。仍然是那些读
过的书，让我不满足于只做好一名
报纸编辑，而是萌发了办读书会的

念头——我愿意像阳光，付出精力和时
间，搭建一个小平台，让更多的人因为
读书而受益，让好书照亮人心。感谢那
些读过的书，让我一直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杨绛先生说过：“读书是为了遇到
更好的自己。”多年来，那些读过的书
让我一步步靠近理想、改变命运，让
我觉得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很幸福，
让我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有了孩子后，因为工作比较忙，
也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生活中的琐
碎可想而知。我在生活的柴、米、
油、盐的消磨中几近崩溃时，是文
学给我力量，让我一次次鼓起勇气面
对生活。可以说，是文学成就了我，
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是这个城市成
就了我，让我的梦想有了依托。

是的，每个人的成长都与时代和
所生活的城市紧密相连。这本书是我
的散文集，收录了我走上文学之路后
的部分散文作品五十多篇。这些作
品，有个人成长经历、有草木之心、
有青葱岁月、有万家灯火、有家国情
怀；这些作品，将我的个人成长和故
乡漯河紧密相连，是我四十余载人生
经历的浓缩和成长之路的记录，更是
家乡发展变化的见证。

我热爱我的家乡，因为它是生我
养我收容我的地方和心灵家园；我感
谢我的家乡，沙澧河水养育了我、滋
润了我，在我狼狈时给我宽容与理
解，在我受伤时给我舔舐伤口的空间
和机会。

于时间的长河来说，个人的四十
年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但于我个人而言，却是浓墨
重彩的人生篇章，有伴着改革开放的

步伐无畏前行的铿锵步伐，有一路行
走一路繁花的浪漫与传奇。

愿故乡，愿自己，愿看到这些文
字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