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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唯一 何以周口
———写在中国“文学之乡”周口授牌之际

（上接第一版） 有对本地的文学创作
发挥领军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有一

定知名度的作家；文学创作尤其是当
代文学创作成就突出，产生了一批在
文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精品佳作；文
学发展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学普及
工作形式多样、群众参与广泛；长期
坚持开展以提高创作水平、普及文学
阅读、文学服务时代为目的的文学活
动，且富有成效；有负责管理和组织
文学工作的专门机构、设施和文学传
播平台，并能有效发挥团结、引导、服
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作用；当
地党委和政府重视文学事业和中国

“文学之乡”创建工作，对当地文学事
业的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
对中国“文学之乡”创建工作在思想
上重视、力量上投入、经费上支持。

文学产生于深厚的文化历史底

蕴，是对一个区域综合文化文明水平
的文学形式反映。 6 月 8 日，周口被
确认为全国第 18 个中国 “文学之
乡”，是全省 17 个省辖市中第一个获
得此项殊荣的城市。这是一块沉甸甸
的金字招牌，是对周口文学事业的综
合肯定与高度评价。 它标志着，在文
学事业建设上，周口总体走在了全省
前列，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是怎样的
原因，让这一文学殊荣花落周口？

全省唯一 何以周口？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 文化
在启迪人的智慧，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上无可取代，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文
化是城市的灵魂所系、 根脉所在，是
形成城市人民审美观和价值观最根

本、最持久、最深沉的动力！也是周口
创建中国“文学之乡”最深厚的底蕴
和强大内驱力量！

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周口这块土
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人文气质，涵养
了周口人民崇文尚礼的传世之风，也
哺育了一代代鸿儒俊彦！

伏羲一画开天，将中国历史带入
新的文明时代；《道德经》开启思想之
光，成为中华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哲
学智慧；《诗经·陈风》 证明生活在周
口大地上的先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了文学创作活动，其生动优雅的语言
塑造了独特的地域审美取向以及鲜

明的文学风格……
其后，陈地或国或郡，重文崇文，

绵延不绝。 孔门七十二贤，陈国有其
四，建安七子中的应玚，千字文作者
周兴嗣，明代中期文学领袖李梦阳等
等，文学薪火代有传承，共同支撑起
周口文学历史悠久而灿烂，影响并带
动了周口现当代文学“万紫千红总是
春”的局面。

在当今文坛，提及周口文学，“周
口作家群”，可谓是声名遐迩。 而本次
周口能够获得中国“文学之乡”荣誉
称号， 也跟这支队伍有着重要的关
系。

在文学创作上 ，“周口作家群 ”
梯队整齐，人人怀抱荆山之玉，风格
迥异，各擅胜场，创作了一批体现立
足历史背景、反映时代精神、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刘庆邦、邵丽、
陈廷一 、朱秀海 、马泰泉 、墨白等人
均多次获得省级以上政府及行业的

奖项，蜚声海内外。 刘庆邦的《鞋》获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邵丽的《明慧
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朱
秀海的 《穿越死亡 》获第二届 “冯牧
文学奖”； 作品超 1000 万字的著名
传记作家陈廷一，被评为“当代十大
优秀传记作家”之一，与叶永烈并称
“南叶北陈”； 柳岸获河南省文艺成
果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杜甫
文学奖； 阿慧获冰心散文奖、 新月
奖、杜甫文学奖；尉然获河南省文学
艺术成果奖； 宫林获河南省文学艺
术成果奖；钱良营获河南省“五个一
工程 ”奖 ；董雪丹获冰心散文奖 ；退
休后从记者进入文学创作的李国

发，创作出长篇小说《涡流》，抒写改
革开放 40 年来，豫东特定地域的社
会生活及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 ，获
得著名作家李佩甫高度评价 ；1985
年出生的作家孙全鹏，获“二十一世
纪文学之星” 称号。 90 后作家智啊
威、 小托夫等已在中国文坛崭露头
角， 他们曾代表河南青年作家参加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周口师范
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周
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任动对

“周口作家群 ” 有着非常中肯的评

价：“现在的‘周口作家群’已然成为
我市靓丽的特色文化品牌， 中国区
域作家群的典型， 中国新时代文学
的地标， 繁荣我国文学事业的中坚
力量。 ”

“这些代表着周口地域特色的作
家们， 每年创作的作品足有上千万
字，而且涉及题材广泛，有专业写诗
歌的，有专业写小说的，有专业写传
记的，还有擅长散文、古体诗的。 ”周
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柳岸颇为欣喜地

表示，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文坛，“周
口作家群”对于繁荣文学艺术功不可
没，他们有着崇高文学理想，创作出
了一大批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
有力的优秀作品。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
一章无补。 柳岸介绍，文学必须回归
服务于人民的本质，这也是文学的价
值和意义所在。 长期以来，我市开展
一系列文学活动来滋养群众的审美

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充
盈起来。定期邀请周口籍著名作家刘
庆邦、墨白等参加“作家读者零距离”
活动，组织本地作家围绕乡村振兴和
新时代周口发展成就开展主题创作，
大力开展全民阅读、“文学进校园、进
社区、进乡村”活动、“周口文学周”系
列活动、新书分享会、读书沙龙等活
动， 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
围，推动了文学创作，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生活 ，也为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注入了更多文化内涵。
周口文学创作群众基础雄厚，后备

人才源源不断。目前，周口有 70余名中
国作协会员、600 余名省级会员、2000
余名市级会员。仅淮阳区就有中国作协
会员 18人，其中，新站镇中国作协会员
就有 8 人。 淮阳区朱集乡大张营村
2011年成立了“太阳村诗社”，会员 60
多人。太康县五里口乡五西村成立了全
省第一个村级文联，一个村拥有农民诗
人、书法家、画家、民俗表演家等 100多
人； 沈丘籍 56岁的武汉体育学院保安
李世伟出版 40万字长篇小说 《村庄的
大地》入选“当代中国文学书库”，网络
作家何涛创作的 《人机战争》 三部曲，
《进化》《变异》 在网络写作领域小有名
气。 毋庸置疑，正是因为周口有着丰饶
的文学创作沃土， 浓厚的创作氛围，从
专业作家到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周口写

作现象！
基础深厚，队伍整壮，政府大力扶

植， 进一步催生了周口文学花开更艳。
近年来，我市不但设立了“周口市文学
艺术优秀成果奖”“周口市文艺精品工
程”等奖项，每年拿出数百万元财政资
金对文学创作进行表彰奖励，还对特殊
人才进行引进，破格录用。2019年，周口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国省辖市，率先
建设周口市文学馆，对全市文学成就及
周口数千年文学历史进行梳理总结，让
这里成为全市文学创作交流展示的中

心，成为一个城市文脉延续的标志性建
筑。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周
口市文学艺术院，作为负责管理和组织
文学工作的专门机构，为周口市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

2022年 5月，周口市委、市政府以
远见卓识将创建中国“文学之乡”写入
周口市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 2022年度
周口市政府工作重点。 创建中国“文学
之乡”从此成为全市争创“道德名城、魅
力周口”的重要一环，为新兴港城注入
深沉柔软的文脉薪火。

金字招牌 其惠我何？

周口已经正式获批中国“文学之
乡”！ 这个荣誉为周口文学未来发展
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有了中国“文学之乡”这块金字
招牌， 呈现在周口文学爱好者面前
的，将是丰富多彩的饕餮盛宴———可

共享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资源，可直
接报送 “茅盾文学新人奖”“二十一
世纪文学之星” 等奖项……周口文
学新人有了更多崭露头角、 出类拔
萃的良机。

与名家面对面交流、碰撞，曾是
许多周口文学爱好者的梦想，而这一
梦想将成为现实。 有了中国“文学之
乡”这块金字招牌，周口文学爱好者
可参加中华文学基金会组织的名家

采风创作、专家改稿、调研讲座；参加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重大文学活动。
在名师大家指引下，周口文学创作一
定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上台阶。

倾听时代发展足音，筹办文学创
作笔会，周口文学盛事层出不穷。 近

年来，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培训班如
雨后春笋。 通过学习，周口文学爱好
者聚焦新时代周口大建设火热实践，
推出更多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
新创造的文学精品。 在此基础上，类
似的活动在获批中国“文学之乡”后，
将以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质量推动提
升。

周口将迎来全国各地的著名作

家。各种形式的作家采风团将深入周
口各地，领略周口蝶变，传播周口故
事。作家们深挖周口当地人文历史内
涵，为周口地域形象代言，推动文学
精品创作和文学新人的发现培养。

优秀的文学作品会说话。优秀的
作家、 经典的作品走进普通百姓家，
润物无形，逐渐产生强大的价值引导
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对于增
强周口文化自信、 提高周口知名度、
促进经济繁荣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

影响。 周口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文学
之乡”后，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周口作家的作品，本来就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 独特的地域特色，历
史积淀、风俗文化都在文学作品之中
展现。通过文学作品可看到更多人文
风景。周口本土作家作品以家乡为背
景，用亲身经历描写城乡翻天覆地的
变化。 即便远在外地，周口籍作家也
摆脱不了对故乡的牵挂，字里行间充
满对故乡的眷恋和热爱。 在此后，会
有更多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周口作家，
回到老家，写作老家，传播具有浓郁
的豫东文化，让周口地域特色形象借
助文学的力量，飞得更远，塑造得更
加动人明亮。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展示
周口文化魅力， 是新时代周口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课题。 如今，周口各地
积极开发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新途

径，打造周口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
提升周口文旅品牌影响力， 在文化
强市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主体

性力量、基础性力量，让全社会感受
文学的魅力， 感受文学的价值和精
神力量。

周口文学爱好者有着新时代的

责任担当，周口中国“文学之乡”这块
金字招牌的到来正当其时。 有着“羲
皇故都、老子故里”之称的周口，在中
国“文学之乡”暖风吹拂下，周口肥沃
的土地上悄然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周口书香弥漫、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以文化自信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城市
高质量发展。

护牌保牌 道远且长！

时时勤拂拭，莫使落尘埃。
中国“文学之乡”这块金字招牌

5 年一评， 得之不易。 在接下来的 5
年中，我们理应以“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的开拓精神，把这块金字招牌擦
得更亮 ，让中国 “文学之乡 ”文风更
炽，文脉愈广。

涵养丰厚文学水土。 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全民阅读、 全民写作活动，
使阅读与写作成为更多市民的生活

习惯。 “书香周口” 建设持续深入开
展，为我市文学之乡可持续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很多作家的成长履历告
诉我们，幼时形成的阅读、写作兴趣
极为重要，因此很有必要借助“书香
周口”的热潮，倡导广大青少年学生
多动笔写作，这也与国家的教育政策
合辙同轨。 这些幼苗，未来必将生长

出一些参天大树。
壮大周口作家部落。 目前，周口

活跃着 70余名中国作协会员、600 余
名省级会员、2000 余名市级会员。 这
是我们建设文学之乡的核心力量，但
是相对于千万人口基数，我们的作家
资源还很稀缺，依然是万里挑一的职
业， 我们还需要更深厚的作家池，相
互砥砺，如此才能涌现出更伟大的作
家，才能领文气之先，在全国文坛更
有话语权，维系中国“文学之乡”声名
不坠。

全力冲击文坛大奖。除了茅盾文
学奖，周口作家群已经席卷了全国所
有文学大奖。我们为什么不能冲击一
下中国文学的最高奖呢？毕竟这是体
现文学之乡的显性标准之一。借助中
国“文学之乡”成立的东风，“周口作
家群”理应目光放远，脚踩故土这方
深沉的大地，去挖掘丰厚历史，去展
现壮美风物。一部《道德经》奠定了周
口文化的巅峰地位，其后先贤名家经
典著作层出不穷，思想的火花闪耀在
历史的星空。 新时代的周口作家们，
该以怎样的精品力作， 赓续文脉，
使文学之乡更加风流蕴藉？

赤诚呵护作家群

体。 对于许多作家
来说 ，在他们攀
登 到 荣 誉 的

山顶之前 ，
还要一日

三餐 “稻
粱 谋 ”，
周口的

国 家 、
省 、市
级 作

协 会

员 ， 绝
大多数

还 有 一

份工作 ，
单纯的 文

学 创 作 ，并
不足以让他们

丰衣足食。 艰难
困苦固然可以磨砺

文心， 优渥的生活亦足
以温养文心， 为作家们提供
更好的创作、生活环境，是中国“文学
之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2009
年以来，我市先后设立“周口市文学
艺术优秀成果奖”“周口市文艺精品
工程”，奖励丰厚，同时每年划拨专款
用于基层文艺创作培训工作，彰显了
政府层面对文学之乡建设的重视，体
现了对作家群体的拳拳呵护。我们还
需要政府及社会层面的更多投入，实
施形式多样的文学激励举措，让文学
创作彰显价值，让作家成为令人羡慕
的职业。

盛世修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
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事业
指明了方向。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 如
今，我们已站在中国“文学之乡”的荣誉
高地，放眼望去，更觉群山万壑风起云
涌，还需步步攀登，追寻更美风景。一切
过往皆为序章，未来 5年，我们须臾不
可懈怠，根植厚土，向上生长，培养更多
优秀作家，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让中国
“文学之乡” 的风采神韵， 永驻三川之
滨，永立宛丘之上！ ②2

曹文轩给读者签名

周口文学爱好者在 2023年元宵节上猜灯谜2023年春季的太昊陵庙会上，淮阳区的学生们朗诵《少年中国说》

两位读者在周口书展上读书

文学爱好者在“书香周口”全民阅读大会上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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