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这次活动对我这个写作者来说是非

常有意义的。这就像我们平时照镜子，
总是觉得自己这里好、那里也好，但有
时候还需要看看别人镜头中的自己是什
么样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种他者的
视角能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作品中的问
题。只有走到人民中，才能真正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5月25日，在《人民文
学》“人民阅卷”漯河行活动现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金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金晖，浙江温州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多篇小说作品发表于 《人民文
学》《钟山》《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上
海文学》 等，散文、评论、诗歌曾在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散文
选刊》《西湖》等刊发，著有小说集《果
壳形状的悲伤》，小说《云层深处》获第
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本次活动中，他

主要分享的是创作的短篇小说《先生》。
金晖认为，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

落寞时刻，而文学就是要对这些丰富的
人生际遇进行深刻表达。他的作品《先
生》以一趟失败的省城之旅为主线，编
织出一张关于教育、时间与人性的复杂
网络。文中的余老师怀抱青梅酒踏上了
一场如同穿越时空隧道的省城之旅。“这
趟旅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角色不
断解构与重构，折射出时代洪流中知识
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守望。《先生》这
部作品塑造了一位在世俗眼中似乎很失
败的先生形象。但在我看来，全身心地
投身于工作、不计较得失、达到精神的
自洽，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活出幸福的人
生。”金晖在谈到创作理念时说，“我希
望通过创作表达真、善、美，抵达更广
阔的世界。”

谈到对漯河的印象，金晖说：“我在

来的飞机上拍了很多关于麦田的照片，
感到特别震撼。我生活在江南小城，从
小到大很少看到大平原，所以对这里的
辽阔景象特别向往。我觉得地理环境也
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大平原
的广袤无际也蕴含着漯河人民性格中豁
达的一面。”

关于读书和写作，金晖给出了建
议：“漯河的文学氛围特别浓厚。看到
这么多热情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作为
写作者，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欣慰。漯河
人民拥有独特的文学资源，河南文学界
更是孕育了许多伟大的写作者。希望漯
河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能够多读经典作
品，多与优秀作家交流，尤其是要向河
南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家前辈学习，从
中汲取养分，向伟大的作家靠近。这样
不仅能启迪心智，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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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文学的旷野上行走在文学的旷野上
——《人民文学》“人民阅卷”漯河行活动综述

走到人民中才能提高写作水平
——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晖

文学路上不孤独
——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汤成难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5月24日、25日，由人民文学杂

志社、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指导，漯
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漯河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漯河市新华书店联
合承办，郾城区作家协会、禾澧书店
协办的《人民文学》“人民阅卷”漯河
行活动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和作家周
瑄璞、汤成难、金晖，通过座谈、讲
座等形式与漯河读者、文学爱好者共
赴文学之约，在创作交流与情感共鸣
中勾勒出一幅关于创作、阅读与时代
的生动图景。

走近读者 拉近距离

“作为老牌杂志、国家级刊物，
《人民文学》要主动寻找读者、走近读
者，把优质的作品推向更广阔的远
方。”谈及举办“人民阅卷”活动的初
衷，陈涛说。

2022年起，人民文学杂志社积极
创新传播方式，通过开设专栏、举办
线上直播以及组织线下活动等多种形
式，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这一系
列举措成功构建了“人民阅卷”模
式，将创作者、编辑、读者、评论者
与推介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拉近
了文学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漯河是《人民文学》“人民阅卷”
活动走进河南的第一站。在5月24日
晚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几名作家分
享了自己来到漯河的感受。浙江籍作
家金晖和来自江苏的作家汤成难均表
示对漯河印象深刻，尤其是看到这里
的麦田，仿佛感受到了这片土地蓬勃
的生命力。

对于“人民阅卷”漯河行活动，
作家们充满期待。漯河籍作家周瑄璞
说：“文学是有温度的。希望通过交
流，与大家共同感受文字的力量和美
好。”金晖则表示：“作家不能只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里，要听到读者真实的
反馈。”

聚焦创作 交流经验

5月25日上午，一场沉浸式的文
学交流活动在禾澧书店举行。作家们
围绕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展
开深入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作家周瑄璞创作的极具漯河地方
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作品《扎灯山》被
刊登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七期的
头版。在活动中，读者纷纷表达了对
这部作品的喜爱。一名读者分享道：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读了这部作
品，我被其中所蕴含的温情唤醒。”周
瑄璞说：“只有用爱的眼光去观察，才
能写出真正感人的作品。作品创作既
要直面现实的残酷，也要展现人性中
美好的一面。”谈到文学创作中方言的
运用，她表示，方言代表着一种独特
的文学韵味。只要放在具体的语境
中，读者就能理解方言所表达的含
义。她还分享道：“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
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真正打动
人心。”

从事教师职业的金晖分享了创作
《先生》这部作品的初衷。常年生活在

校园里的他，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表达
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金晖认
为，人生有起有伏，文学就是要对人
生的种种际遇进行深刻表达。

作家汤成难在谈及 《江水苍苍》
这部描写爱情的中篇小说时，表示其
创作初衷是想表达人与人之间最纯粹
的情感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遗
憾。

活动中，读者们纷纷表达自己对
于文学创作的热爱。如何才能写出好
的作品，是读者普遍的困惑。从小学
生到 80多岁的老人，每一个提问都
满载着漯河读者对于文学的钟情与热
爱。

关于如何处理小说的情感和故事
的疑问，汤成难表示，短篇小说像精
致的工艺品。自己一般先构思好了才
去写作，不会让人物突破故事框架随
意发展。周瑄璞说，自己创作长篇小
说更侧重人物性格和细节的塑造，希
望能表达出人物的成长性。金晖表
示，自己会先构思好方向，再设置人
物和情节。

在谈到如何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
时，周瑄璞分享道：“好的素材就在生
活中，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善于运

用。”当被问及如何应对创作瓶颈，汤
成难表示，自己会通过大量阅读优秀
作品来汲取灵感，同时养成观察生
活、记录灵感的习惯。关于如何设计
作品的结构，汤成难说：“作品的结构
需要兼具稳定性和张力，可以通过素
材的组织、人物关系的变化以及对话
等方式来塑造张力。”

文学爱好者、舞阳县孟寨镇中心
小学教师柴奇伟说：“作家周瑄璞说的

‘要想写出有意思的人物，你先做有意
思的人’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感觉
读书和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拓展视野 书写时代

5月25日下午，在市新华书店（黄
河广场店），陈涛以 《在文学的旷野
里》为题，从“一本书、一个故事、一
个观念”三方面谈起，为现场读者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陈涛从柳青的经典作品《在旷野
里》 切入，强调文学并非“非黑即
白”的简单叙事。他提到，作品中的
人物描写、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
独特的处理事情的方式，非常值得细
细品味。”

陈涛分享了自己在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担任

“第一书记”的经历后感慨道：“这段
经历重塑了我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
以此为背景，他创作了 《在群山之
间》这部作品。陈涛将自己在高原环
境中的适应、对基层工作的认知与感
受，通过一些真实发生的事件融入这
部作品的创作。

“作家一定要树立大文学观。如果
文学要走向更广阔的原野，作家就必
须拥有大视野。”谈及创作理念，陈涛
认为，文学不应局限于固定的框架之
中。作家应当将政治、历史、社会、
自然等多元领域纳入创作视野。只有
这样，才能精准把握时代的脉搏，创
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向丽
表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源于生
活，需要博采众长、紧跟时代步
伐，以开放的姿态承载多元内涵。
创作者应精读经典，悉心揣摩布局
结构、语言艺术与细节处理，以真
情实感雕琢作品。

5月25日下午，在市新华书店（黄河广场店），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以
《在文学的旷野里》为题进行精彩分享。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今天的活动让我感触颇深。我曾经

觉得文学是一份孤独的事业，但在接触
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突然意识到，文学
只在创作过程中是孤独的，作品发表之
后会有许多同行者。有一位精神矍铄的
80多岁的老先生也在活动现场，他既是
一名读者，也是一名作者。他让我深刻
感受到：一是文学真的可以滋养人的心
灵；二是未来充满了更多希望；三是要
更加专注、坚定地去做好一些事，不要
放弃。”5月25日，在《人民文学》“人
民阅卷”漯河行活动现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汤成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汤成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
市作协副主席，小说作品散见《人民文
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著有小
说集《月光宝盒》《飘浮于万有引力中的

房屋》《子弹穿越南方》等。其作品曾获
人民文学奖、中国年度好小说、百花文
艺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她主
要分享了作品《江水苍苍》创作背后的
灵感来源。

《江水苍苍》是汤成难的一部描写爱
情的中篇小说。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初
衷，汤成难表示，她想要表达人与人之
间最纯粹的部分以及“人生若只如初
见”的遗憾。她感慨道：“人生中有许多
遗憾，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的世界，也见
不到旧时的乡村、地貌和人物。这种遗
憾是再也无法弥补的。”在参观漯河市城
市展览馆时，汤成难感叹社会的飞速发
展，同时对往昔岁月充满了怀念——那
些泥泞的小路、空旷的大地、随意生长
的花草树木……都永存于记忆中。

“昨天从扬州乘坐高铁到漯河。进入

河南境内后，我感受特别深刻。大片大
片的麦田映入眼帘，仿佛能闻到泥土的
清香、植物的芬芳和麦子成熟的味道，
会让人莫名产生一种‘躁动’。”汤成难
告诉记者，这种“躁动”是一种热情，
是对生活的热情，能够激发她更多的创
作灵感。她还表示，自己很喜欢梵高创
作的关于麦田的画作。当看到成片的麦
田，她一边欣赏麦田，一边在手机上浏
览梵高的画作。她觉得植物与人之间有
一种特殊的联系，给人类带来生生不息
的希望。

谈及读书和写作，汤成难希望漯河
文学创作者能多读一些经典文学，更多
地去创作关于中原大地的作品。她相
信，通过阅读和写作，文学创作者能够
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者，让文学之路充
满温暖与陪伴。

■文/图 本报记者 陈思盈
“漯河有着丰厚的文学土壤。在活动

过程中，我看到漯河的文学爱好者有80
岁的老作家，也有不到十岁的孩子，更
多是中青年文学爱好者，可以说是老、
中、青三代济济一堂。作为一名编辑，
听到读者对《人民文学》刊登的作品进
行认真品读并写出了深刻的感悟，还提
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认为漯河
读者的文学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祝漯河
的文学气象越来越好，也期待更多的漯
河创作者能向《人民文学》投稿。”5月
25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陈涛，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文
学博士，著有《山中岁月》《在群山之
间》。其作品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曾获冰心散文奖、华语青
年作家奖、三毛散文奖等，主编有《中国青春文学典藏书系》《中国
短篇小说精选》《灯盏》《四十年，四十人——“茅奖”作家作品观
澜（1982—2022）》等。

“作为老牌杂志、国家级刊物，《人民文学》要主动寻找读者、
走近读者，把优质的作品推向更广阔的远方。”陈涛介绍了举行“人
民阅卷”活动的初衷。从2022年开始举行该活动以来，《人民文
学》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拉近文学与读者的距离。

陈涛说，本次活动专门邀请周瑄璞、金晖和汤成难参加。周瑄璞
的作品《扎灯山》刊登在《人民文学》2024年07期，汤成难的作品
《江水苍苍》刊登在《人民文学》2025年01期，金晖的作品《先生》
刊登在《人民文学》2025年03期。这些作品都得到了读者很好的反
馈。

当天下午，在市新华书店（黄河广场店），陈涛以《在文学的旷
野里》为题，从“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观念”三方面谈起，为
漯河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他认为，作家不能
只了解文学，应该建立起大文学的观念，包容政治、历史、社会、
自然等多元领域。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作出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陈涛在回答读者关于在《人民文学》上稿的问题时说：“虽然基
层作者在《人民文学》的上稿难度较大，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爱好文学、去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我们开展此次活动的初衷，
就是想来到基层和大家进行交流。”他还提到，大部分作家都是经过
长期、艰苦的文学训练后才得以刊发作品的。他希望大家多多阅
读、长期坚持，争取早日到达自己理想的文学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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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陈思盈
“这次活动中，我带来的作品是《扎

灯山》。它是真实发生在老家村子里的一
件事。我听说这件事后就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写作素材。一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二
是因为它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有读者朋友说写作过程中缺乏素
材，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写作素
材。比如，去年春节我回到老家临颍县台陈镇大周村时，看到大家烤
火的时候在烧一张竹床，就写了一篇名为《火竹床》的小说。创作者
不能只把作品寄希望于故事性和离奇的情节，实际上，生活就是文学
的源泉，一草一木、一个老物件等都可以去书写。”5月25日，在
《人民文学》“人民阅卷”漯河行活动现场，漯河籍知名作家周瑄璞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周瑄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副院长，著有多部长篇
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曼琴
的四月》《骊歌》《隐藏的力量》等。她在《人民文学》《十月》《芙
蓉》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其作品《芬芳》入选2023年“中
国好书”榜单。本次活动中，周瑄璞主要分享她笔下的动人故事和家
乡情结。

“漯河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非常热情。我每次归来，都受到他们
的热情接待。”周瑄璞说，尤其是在这次活动的前期筹备和具体实施
中，她深刻感受到了家乡文友对国家级刊物的热情。

“作为一个漯河人，我会肩负起宣传漯河的责任，努力写好漯
河，讲述更多精彩的漯河故事。”周瑄璞说，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部
长篇小说就是写的家乡大地。通过写作，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根据
地，那就是家乡这一片热土。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大周村系列纪实
作品以及虚构为“大张湾”的短篇小说系列，将来会结集出版。“家乡
的大地和人民为我提供了那么多的文学素材，我要努力写好这片土地
以及这里的人民，将这片土地上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扬光大。”

关于读书，周瑄璞勉励广大文友要读好书、读精品；阅读的收获
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坚持。关于写作，她鼓励
文友要不断积累、磨炼，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从阅读中学习技
巧。“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轻易成功的。要付出实际行动，踏踏
实实地去读、去写。”周瑄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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