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市文学馆

给两位挂牌子者的定语（外一首）

陆璐

������他们正在拉绳扯电，将
梯子、铁锤以及手锯用以固定
千百年来梦求的文字

已经从红绸中脱颖而出

周口市文学艺术院，周口市文学馆
正稳稳地列于殿堂学堂之门

所要确立的字义，渐渐激荡起诗赋
辞章的不朽气息

给他们讲平台或者载体

只是微微一笑，那就给他们说功臣
他们略显激动，再次抚着
古朴厚重的牌子：俺俩也为文学
做了点事情

是的，那时仍叫做旧厂房
尘灰散漫或者堆积

执领之人执拗执著

拉着先秦的时光和新时期的

峥嵘潜心构筑

里程碑以及文化地标

将是周口中兴的前奏；涅?蝶变
已为沙颍大地的核心展区

和从古至今的周口作家相遇，和
仰望与阅读相遇

也和淳素敦勉相遇

让开拓和探秘成为一个又一个

春天的坚持，让越来越多的阳光
泽披往来的身影

夜雪

忽然就飘飞下来，从讲台的
任意一个角落启程

比少时的麦秸垛洞

宽敞得多，因而语言恰随其身
与亲自经历的露宿一样

那一片月光也如心底之火

所拥簇的温度尽数燃起

田野不再持续封闭

所有的视线都懂得，从牲口屋的
草堆中，让出饥饿者的营盘
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

像是在空旷之中架起或者对峙

这场睡眠无异于一曲狂想

梦里梦外捕捉到的一些

用意，迟迟未醒
小径上或枝丫间的

白茫，已将自己裹紧
土地或者山川，都在绘画
之内。 那时的感叹也许要略逊薄被
甚至旧衣

此刻的滔滔，仿佛正打开
层云 ， 将书写者的每一个瞬间

连缀

不亚于短篇

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6199502�����特别策划２０22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三6

人文情怀的神圣殿堂
邵远庆

周口铁路公园原本是一块荒地，常
年杂草丛生、脏乱不堪。 经过政府的精
心布局和打造， 现在已经变废为宝，成
为一处春和景明、 鸟语花香的景观带，
供广大市民休闲游乐。 作为我市 2020
年的重点项目之一，周口文学馆在此创
建并开馆，无疑给这处世外桃源锦上添
花，为风光旖旎的秀美景色重新描绘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从步入周口
文学馆的那一刻，我心中便陡然产生一
种久违的触动，那种美好的情愫和强烈
的创作欲望油然而生。 在此之前，我对
“文学馆”的概念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仅
知道北京有个“中国现代文学馆”，而且
至今也不曾去过。对于那些省级或以个
人命名的文学馆更是一无所知。如今在

我们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城市，周口文
学馆迎着新时代的步伐应运而生，这是
喜降周口文艺工作者头上的一件好事、
一件幸事。 此举真可谓大视野、大格局、
大手笔、大力度。

看那庄重中透着典雅的展壁，均衡
中凸显变化的格局，以及完全采用艺术
化的元素符号，打造出具有周口地域特
色、时代特色的文学史缩影。 我相信不
久的将来，周口文学馆必将成为享誉省
内外的一张光彩夺目的文化名片！

在“群星璀璨———崛起的周口作家

群”展区，我望着展板上那些熟悉的面
孔，感慨良多。

随着市委、市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高
度重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不
断提高，周口的文学创作开始出现良好

势头，部分优秀作品在《人民文学》《当
代》《十月》《诗刊》等国家级权威期刊相
继推出。中国作协会员的人数也开始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 尤其是近年来，
几乎每年都有多名周口本土作家顺利

成为国家级会员。
多学习、多沟通、多交流是激发作

家们创作热情和提高作品质量的有效

方式之一。 然而，作家们深受职业和生
存环境所限，除了不定期、不定时参加
相关部门举办的培训、授课和会议外，
彼此相聚的机会少之又少， 而且只能
通过小范围聚餐的方式来完成。 那种
“相见时难别亦难 ”的场面 ，无不令人
抱憾。

现在，形式多样、功能齐全的周口
文学馆开馆，无疑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大

开方便之门，不仅有效解决了困扰在作
家们心头的共同难题，同时也为大家营
造了一处极其重要的精神家园和神圣

殿堂。 在这里，我们既可以详尽了解较
为完整的周口文学史脉络，又可以领略
豫东大地所独有的、光辉灿烂、古朴厚
重的历史文化。 我们可以欣赏到周口作
家们辛勤耕耘出的一部部精品力作，也
可以成群结队地雅居于此， 写诗弄文、
品茶寻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周口作家群的
发展壮大，既离不开广大作家们默默无
闻的辛勤笔耕，更离不开政府的关心关
爱和鼎力扶持。 周口文学馆的诞生，在
悠久、灿烂的周口文学史上，绝对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必将为推动周口文
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快来数星星
邵超

������银河汹涌，星辰浩瀚
在豫东在周口在铁路公园

在文学馆

有一片星空

一片文学的星空

有星空也就有了高度

有高度也就有了

期冀和仰望

二百二十颗文曲星

怀揣溢满书香的文学遐思

手捧鸿篇巨制

从远古到当今

穿越了千百年悠长的时空

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那片繁星，当属陈地百姓
《诗经·陈风》声声唱出了
最原始最浓郁的古韵诗风

那颗睿智深邃的巨星

必定是那骑着青牛

手捧《道德经》的老子李聃
应劭傍着一颗闪亮的恒星

用浓郁的乡音叙述《风俗通义》
记下了最古朴的风俗民情

那颗最美彗星的主人

当属“咏絮之才”的谢道韫
因为她曾是那个时代

“文学才女”的代称
还有那颗狂放的超大个行星

不用猜，就是山水诗派鼻祖
脚踏木屐纵情山水的谢灵运

周兴嗣仰卧在一座星体上沉湎

“一夕编缀，鬓发皆白”
留下《千字文》，留下千古绝妙章
《殷芸小说》史上首次被称为小说
拓开了古典小说创作的先河

殷芸当仁不让，撷取明星一颗

“前后七子”领袖李梦阳、谢榛
稳居双子座，吟诗歌赋
曾在诗坛引领一代风骚

时光之驹向着当代疾驰

一束束文学星光

持续在周口大地上空闪烁

头顶“鲁奖”桂冠的小说家
刘庆邦和邵丽

周口文学院的首位掌门人柳岸

协同六十多名国家级作协会员

协同一千九百名省市级作协会员

协同庞大的周口作家群

意气风发，奋力逐梦
正用如椽大笔在文学长空上

千万次纵情为时代书写传奇

群星荟萃，熠熠生辉
星斗满天，争奇斗艳
“三俊鸟”等一颗颗文学新星

雏凤清声，振翅飞来
预示周口文学的明天

星光灿烂，光耀悠远
群星一起发光

再苍茫的夜色也会灿烂

群星一起照耀

再漫长的路途也会坦荡

群星一起璀璨

再深沉的天空也有诗和远方

“这一刻我开始遥望星空
才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
只要你踮起脚尖”
快来，快来，快来吧
快来数星星

快来周口文学院数星星

星星数得多了

数星星的人也会变成

———星星

文 学 何 为
高恒忠

������大凡自己参与的事情， 都比较关
注，投入的汗水越多，感情就越深，要是
在这件事情上付出艰辛的努力、受到挫
折和打击，甚至呕心沥血、付出生命，那
么这件事就会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两
年来， 我参与了文学馆展出资料的搜
集、整理，特别是资料的筛选、推敲、打
磨，因一点小小的收获而欣喜，一点小
小的失误而懊恼，非亲历不能体会其中
的欢乐和辛苦。 如今，周口市文学馆像
小草破土而出，像鲜花蓓蕾待放，像懵
懂少女开始走向靓丽，尽管现在看来还
不是那么理想、 不是那么光鲜和靓丽，
但是作为看着她成长并为之付出汗水

和努力的我，还是有几分欣慰、有几分
暗喜。 所以，在给客人和朋友介绍文学
馆的时候，低调不事张扬的我也会如数
家珍， 甚至带有几分自豪和炫耀的口
吻。

也有人在问， 我们的经济能力还
很有限，投入大把的财力物力人力，值
吗？ 我也时常在想，文学，吃不充饥，穿
不御寒，不能直接派上用场，也不能升
官发财，有时甚至需要投入钱财、影响
升官，为什么从古至今，还有那么多人
热爱文学，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甚至贫

穷、苦难 、挫折 、生死都不能影响那份
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 正所谓“不以隐
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我自己
读文学 、教文学 、写文学 、评文学近半
个世纪，也不能完全彻底说清道明，时
时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甚至迷惑、恍惚
之中。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 《人
类简史》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的
活动痕迹， 可以追溯到 280~300 万年
前，但是其中的 200 多万年，人类都是
在被欺凌、被蚕食，极度艰难困苦状态
下度过的， 进化为智人也就是近十几
万年的事情， 大约距今 7 万到 3 万年
间，人类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认知革命。 正是认知革
命促使人类的智慧快速发展， 人类才
长驱直入成为强者， 成为世界的掌控
者。 认知革命的过程，使人类大脑进一
步发达，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
用更加成熟和完善的语言进行交流 、
沟通。 语言不仅能传达人们看到的、听
到的、摸到的这些实实在在、具体可感
的事物， 还能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
事物信息， 这是人类语言最独特的功
能。 这些不存在的信息，有一部分就是

文学，也就是“诗和远方”。 在认知革命
之后 ，传说 、神话及宗教也应运而生 。
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
“小心！ 有狮子！ ”但在认知革命之后，
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
守护神。 ”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
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爱因斯坦说过，想
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
的，而想象力却包含整个世界，促进进
步，催生进化。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
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
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
故事，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
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
活合作，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正因
如此，人类不断梦想、不断创造，不断超
越，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这就是人
之所以成为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的内
在动力。而熊猫不会虚构，不会超越，永
远只能是熊猫。这就是人类为什么孜孜
不倦阅读文学、 创造文学的魅力所在。
实际上就是在物质世界之外，又建立起
一个精神世界，成为人们“诗意栖居”的
精神家园。

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需要两个

家园，一个是物质的家园，另一个是精
神的家园。 两个家园相互支持、彼此依
赖才构成人类完整的生活世界。 忙于
建设和经营物质家园的人们， 却疏于
经营自我的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投入
不足 、经营不善 ，就会屋顶破败 ，房子
漏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长此以往，
房子必将倒塌，家园也将荒废，精神必
然萎靡。 当物质家园富足后，没有相应
的精神家园让人们栖居， 人们就会无
目标、无理想、无追求、无动力，内心就
会彷徨、孤独、焦虑、不安，内心备受煎
熬， 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这就是
“哀莫大于心死”。

周口市文学馆给人们提供了一

个通往精神家园的平台 。 文学给缠
身于柴米油盐的人们创造了 “诗意
栖居 ”的精神家园 ，人们在这个家园
中自由徜徉 。 文学描绘出 “诗和远
方 ”，给人们以遐想 、给人们以希望 、
给人们以力量 。 周口市文学馆的建
成 ， 是对周口古今作家作品的总结
和展现 ， 更重要的是昭示未来周口
文学的发展和方向 ， 让未来的周口
文学成就更加辉煌 ， 让未来的人们
有 “诗和远方 ”。

寒
冬
，最
适
合
以
文
字
取
暖

枫
岸

����� 冬至过后，，天气逐渐寒冷干燥，，在豫东平原，，感受尤其
深切。。
而在周口市文学馆里，， 从远古神话周口文学之滥觞到

秦汉时期灿烂曙光和恢宏气象；；从玉树满庭魏晋南北朝到
隆盛闳阔的隋唐五代；；从绚烂清秀的宋元到古韵新声的明
清；；从和合共生的现代到群星璀璨的当代崛起的周口作家
群，，二百多位文人作家正高举文学火炬，，前行在周口大地
上。。 在水之湄、、河之洲，，在田野村庄，，在被高楼拥抱的城市，，
播撒着温暖，，让三川儿女在隆冬时节，，享受文学之光辉。。

如果以淮河作为中国地理的分水岭，，豫东当为北方。。北
方的气候与南方不同，，南方的冬天湿冷。。马路上的绿树是湿
冷的，，花朵是湿冷的，，路面是湿冷的，，就连太阳下的空气也
是湿冷的，，南方的冷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北方的干冷是冬天的一大特色。。光秃秃的枝干突兀着，，
枯草残花是干的，，硬邦邦的土地是干的。。风伸过来的““手””抚
在脸上，，也是粗砺砺地，，很像长年累月在土地上劳作、、被风
吹日晒雨淋的老父亲的大手掌。。 公园里虽然也引进不少常
青植物，，叶子却都显得干燥而粗犷。。但北方的冷只冷在皮肤
外，，隆冬，，人们内穿棉布衫子，，外罩棉袄或羽绒服，，整个冬
季，，悠然而过。。

隆冬时节，，人们的取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物理取暖，，
即运动或借助取暖的用具。。 一种是精神取暖，，即读书、、欣赏
音乐等，，在感性的精神力量中吸取温暖。。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人们常常以火炉取暖。。家家户户在
客厅置上煤炉，，条件好的或家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卧室
也会装上煤炉。。 去铁匠铺或白铁社订制长短合适的白铁皮
筒，，安装在煤炉上，，在堂屋的窗户上开个圆洞，，把铁皮筒架
在上面，，煤气就沿着铁皮筒光滑的““胸膛””，，一团一团或丝丝
缕缕排出屋外。。尤其是学生们傍晚归来，，把踏雪湿透的棉鞋
放在炉子周围，，第二天早上穿在脚上干爽暖和，，舒心得很。。

进入新时代，， 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享受着现代化带来
的清爽便利，，取暖方式也变得““高大上””了，，空调、、地暖、、电暖
器等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铁匠铺、、白铁社、、铁皮火炉、、蜂窝
煤等民间工艺和传统生活用品，，早已销声匿迹。。 近年来，，被
挖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历史的记忆。。

于我而言，，既怀念童年时代煤炉里永不熄灭的炉火，，又
钟情于精神取暖。。 近年来，，文人雅士圈兴起喝茶风，，喝茶既
是时尚养生，，更是““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我呢，，也在书
房置上茶桌及一应茶具器皿。。 往往是一盏热茶，，一卷春秋，，
寒风冷气便在门外止步，， 一天的光阴也氤氲在书香和茶气
之中。。

在周口市文学馆读汪曾祺先生文集时，，感触更加深刻。。
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篇文章里，，对沈从文先生以文学
取暖有着生动感人的描写，，““冬天屋里生不起火，， 用被子围
起来，，还是不停地写””。。 《《寻常茶话》》里，，汪先生于漫不经心
处，，重塑茶文化的筋骨，，我亦在文字的海洋里漫游，，似乎随

先生遍品各地名茗，，酣畅淋漓，，身心俱暖。。
有趣的是读汪曾祺先生《《吃食和文学》》这篇散文，，各地的咸菜，，如北京的水疙

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都在先生的笔下鲜活诱人。。 ““春不老””是用带缨
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腌成后，，寸把长的小樱子还是碧绿的，，极嫩，，微甜，，好吃，，
名字也起得好。。如此粗俗不堪的咸菜，，竟被文学赋予这般美好。。我精神的土壤，，亦
被文学琼液浇灌得肥腴饱满。。

以文字取暖，，实乃文学给予我们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滋养，，开拓我们的心灵疆
域并栽下红花绿树，，让我们的灵魂家园更加丰沛温暖。。 诞生在 22002211 年 1122 月 2299 日
的周口市文学馆，，正是寒冬时节矗立在三川大地上的一座暖炉！！

此刻，，窗外虽天寒地冻，，但我却在周口市文学馆寻着““春不老””碧绿的小缨子，，
在春天里行走。。

文学者眼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