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周口，我为您骄傲
方奥旗

羲皇故都 、老子故里 ，陈楚旧
地 、临港新城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河南省周口市，是黄淮平原
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素有 “华夏先
驱、九州圣迹”之美誉，历史上处于
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的交会地带。
古老的文明从这里诞生， 羲皇画八
卦，文明肇始；炎帝教稼穑，农耕始
传；中华龙都，巍然东方；三川交汇，
颍水泱荡。 这里， 有源远流长的历
史，这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诗
经·陈风 》到 《道德经 》，再到 《千字
文》，周口经典传承不绝。 这些都和
周口这片文化沃土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

们，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地域文化。
每每看到有关家乡周口的美誉

和美称，我都会心潮澎湃。无论在何

时，无论在何地，无论面对什么人，
被问到来自何方的时候， 我都会骄
傲而自豪地喊出———俺家是周口

嘞！
我是土生土长的周口人 ，2021

年，我考入周口师范学院，在新生入
学的时候， 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周口
地域文化教育， 那时候的我便对周
口地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
来， 我开始去主动了解这方面的知
识，我也会把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
去买与周口地域文化相关的书籍，
越深入了解， 越发觉家乡文化的厚
重，它就像一颗明星，发出耀眼的光
芒。知之深，爱之切，越了解家乡，越
热爱家乡， 我一直为自己是周口人
而骄傲、自豪！

我从小便十分热爱阅读、 热爱
文学。上大学报专业的时候，我也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在周口民间，
在大街小巷，从老人到孩童，大家都
知道我们周口出了很多作家， 在这
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我受到了很
大的感染， 又加上我读的是中文专
业，我也开始拿起笔写作。来到大学
的两年时间内， 我陆续有小说、散
文、诗歌见之于报刊。

此次家乡被授予中国 “文学之
乡”，我亲历与见证了授牌的荣光时
刻，“文学之乡”牌匾交接的那一刻，
我再难掩激动之情， 用力地鼓起掌
来。

中国“文学之乡”荣誉称号的授
予， 是对于周口文学的充分肯定和
认可， 是对于周口文学整体实力的
褒奖， 相信每一个周口人都会为此
而骄傲、自豪。这是千千万万人无数
个日夜奋战的结果。 周口文学爱好

者有着新时代的责任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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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的
吹拂下， 已悄然播下文化自信的种
子。

作为一名周口青年文学爱好

者，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接过前辈们
的接力棒 ， 扛上前辈们留下的钢
枪 ，讲好周口故事 、传播好周口声
音，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融入家乡
周口的地域文化，展示周口的文化
元素和文化色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周口、了解周口、热爱周口！ 用自己
的努力，壮大与充实“周口作家群”
队伍 ，擦亮周口 “文学之乡 ”的名
号！

家乡周口，我无比为您骄傲，无
比为您自豪！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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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大地蒸腾着文学之气
阿慧

这一天注定非同寻常： 首先是
热度很高，参加“文学之乡”授牌仪
式的作家们， 两天前就查阅过天气
预报， 最高温度将达到 37 摄氏度，
是入夏以来的高温之最。果然，太阳
刚出来，地皮就像燎热后的鏊子，人
和车都被热气拱着走。

担心各县市区参会的作家代表

会因天气原因迟到或缺席， 哪知他
们却早早地到了会。 距离周口市最
远的鹿邑县代表说：“我们凌晨五六
点就出发往这儿赶了， 期待和兴奋
的心情 ， 跟小时候盼望过年一个
样。 ”

说者和听者都心中一热。 原来
比高温更热烈的， 是作家们对文学
的热望。

入场时才发现， 大多县区都没
能按照原定的人数执行， 领队的人
说：“多来了两个人。 没办法， 很热
情， 个个想参加， 不叫谁来都不高
兴。他们情愿自个儿掏路费，自费吃
午餐。 ”

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盛宴， 只有
对文学崇敬， 才会产生出文学的力
量。

这一天是 2023 年 7 月 10 日 ，
一个让周口写作者心热的日子，中
华文学基金会的领导，把印有“文学
之乡” 红色字样的牌匾， 授予了周
口。 全市 70 多位作家代表，见证了
这一时刻。 周口成为全国第 18 个、
河南省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城

市。
一位老作家这样表达当时的

感受：“我今年 70 多岁了， 按理说
已经过了爱激动的年龄，可我依然
很激动。 ‘文学之乡’的命名，体现
了政府对文学的重视，也让我生出
许多感动，还奔腾出一些不切实际
的幻想 ， 使我整个人陡然变得年
轻。 ”

“厉害了，俺周口！”小焦同学坐
在后排激动得直搓手，他是零零后，
周口师范学院在读大学生， 市文学
馆的志愿者。 他对写作很执着，饭

后、睡前都要写，也发表了不少小文
章。 周口市作家协会发现和培养了
不少像小焦同学这样的青年和少年

写作者，他们成了“周口作家群”的
后备军。而今，有了“文学之乡”的支
持， 他们定会成长为周口作家的主
力军。

这就是传递，文学的传递，似沙
颍河水，奔流不息。

授牌仪式结束后， 活动安排到
了文学馆。 文学馆坐落在铁路主题
公园内， 有花香在焦热的空气中散
漫。一列绿色小火车，载着几十位领
导及旅外名家，由西往东徐徐开来，
铁轨发出轻微的震动， 唤醒了作家
们对过往的追忆。 那时的他们年轻
得厉害， 怀揣一本诗集和一个清澈
的文学梦， 跳上这列通往外界的老
火车，年龄和梦想都很丰盛。 今天，
他们回来了，带着名气和名作，回到
了故乡，把当年乘坐小火车的感受，
又热热地体味了一把，虽然，而今已
不再是少年。

文学馆二楼，专设了旅外名家
创作室， 他们还未在书桌前坐定，
就迅速被本土作家和记者们团团

围住。 著名传记作家陈廷一，抚摸
着书桌， 话语中满是深情， 他说：
“这里是我创作的根。作为客居北京
的游子， 回到故乡非常高兴。 周口
‘文学之乡’是个里程碑，授牌只是
个起点， 要让周口的文学事业在全
国更上一层楼。 ”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中
国短篇小说之王” 的著名作家刘庆
邦， 对文友们说：“历史和现代的结
合，成就了周口‘文学之乡’。这是一
个里程碑，也是一个继承碑，让我们
更加注重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

太阳就要下山了， 各县的作家
们仍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知了在
树上断断续续地鸣叫， 提醒着他们
返程。

暑气未散，仍在地面蒸腾，有如
作家们对文学一如既往的热诚。①8

麦子熟了
曾威

公元 2023 年 7 月，麦收刚刚结
束，豫东平原、周口大地就迎来了中
国“文学之乡”授牌仪式。

麦子是物资的收获， 文学是精
神的收获，吃小麦长大的人，也是热
爱读书、写作的人。

仔细想想， 无论是笔墨在稿纸
上走过，还是目光在书页上掠过，都
跟农民耕耘田垄、 工人操作机器没
有本质区别，无非是一虚一实，无非
是一梦一真，但都来自辛苦的劳动，
来自汗水和心血的浇灌。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为庆祝
劳动换来收获， 多半会举行节日或
者纪念活动，那是对自己的犒赏，更
是生命活力的体现。

文学活动也不例外， 于是一批
名家应邀而来： 军旅作家徐贵祥、
“中国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鲁迅
文学奖得主邵丽、 先锋小说家墨白
等等， 还有众多评论界大咖及名刊
大报编辑……他们踏上周口这块古

老的土地，见证又一“文学之乡”的
诞生。

具体到文学而言， 为什么要叫
“乡”，不叫“城”或“都”呢？

抛开诸多解释，在这里，或许可
以以问代答： 为什么一个人的出生
地，要叫故乡，而不叫故城、故都？

乡，此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
古字形像两人面对着盛满食物的器

皿， 表示两者相向而食———有人认

为， 上古时期， 同族人往往聚族而
食，因此引申出“乡邑”的含义。

是啊，乡就是我们的根，血缘之
根，文化之根。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越
是古老落后的地方， 文学事业往往
越发达。 貌似有理，未必尽然。

一片地域，一种气候，个体的成
名或成功并不具备普遍性， 这里面
有其天赋、努力的缘由，也包含许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偶然因素。 正如花
儿盛开，源于其虚怀若谷的吸收、穿

越瓦砾的生长， 源于其渴望绽放的
急切、不屈不挠的坚持，也源于春风
吹度、时令操纵。

以刘庆邦先生为例， 他虽生于
周口农家，但后来走向煤矿，走向了
更广阔的世界，再回头审视故乡、洞
察内心， 才写出 《鞋》《走窑汉》《神
木》《哑炮》等一系列名篇佳作。

他是周口大地的孩子，吃小麦、
听豫剧长大的人，不可能写出《红高
粱》和《繁花》一类的作品。

故乡，是生养一个人的地方，是
一个人的血地， 是一个人的记忆和
精神源泉， 也是一个人最初出发和
最终回归的地方。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 淮阳古为
宛丘，太昊之墟，神农所都之地，又
称“龙都”“羲皇故都”，鹿邑是“老子
故里”，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如今，
中国 “文学之乡” 的招牌又落于周
口，真真的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

留下一部《道德经》，区区五千言，让
后人琢磨了几千年， 可见这片土地
之厚重、思想之深刻。

未来， 能否继往开来、 创新超
越，还有待在这片土地深耕、深思。

土地是根， 文化是魂， 文学是
神。

这神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扎根
生活、深入人民的。

时候到了，麦子熟了，一粒粒的
麦子，是大地的产物，都凝聚着人的
汗水和心血。

时候到了，文学熟了，一个个的
文字，是大地的产物，也凝聚着人的
汗水和心血。

出生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谁
都渴望麦子饱满、文字精美、五谷丰
登、人丁兴旺。

于是， 只有敬畏天地、 尊重自
然，更加努力、更加宽广、更加平和，
吃着存粮和现粮， 期待下一季的麦
熟……①8

周周口口大大地地蒸蒸腾腾着着文文学学之之气气

道德彩虹
———鹿邑采风纪行

陈廷一

骄阳似火，挥汗
走进鹿邑城

寻根古城文脉

沿神路，直通明道宫

迈三十三级天阶

观古城新妆

脑海里的梦幻，雾霭云烟
似看见琼台楼阁上的慧光红影

登台，急与先贤对话
时空跨越，千年不觉
目睹孔子访老，问礼
循道，直探天穹

我也在探究那十三发哑弹之谜

探究，当年的日军侵华，炮轰古城
为何尽是哑弹

骄阳普照，紫气蒸腾

古城，更像部大书
一部哲思名卷《道德经》的大书
五千箴言胜警钟

经书，奇妙无穷

一座新城半城月

古城长高笑春风

摸摸仙台青灰砖

掩不住，心井怦动

君不见大音希声

君不见大象无形

君不见鹿邑新貌

那是千年的

道德彩虹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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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统筹 董雪丹

———“文学之乡”抒怀

掌声
———写在中国“文学之乡”授牌之际

陆璐

七十八岁的老人，不止一次地
说， 掌声再大一些。 他好像并不

是站在捐赠

仪式前，也不是坐于讲台

中国“文学之乡”，一如此刻树起的
里程碑和展开的空间，让人使劲

拍动手掌

满含热泪

申报之中所包含的风物

都可以放到桌面上了。 授牌如此
沉重

也如此欢欣

文学贴着地皮走，与大众
相连。 到一片地或者一间屋子里

找到最明显的

起意和落笔，成为常态

著作等身，与我们每个人所要
捡取的段落， 渐渐成影。 我们自

己握住自己的梦

如同不能耽搁礼赞

那些激昂抑或无奈，都曾
抚过我们的双肩。一阵一阵的风，

化作

嘱咐和心声，归于细致

还有之城之都，这个世界
让我们沉浸在冲锋和创新的给

予，腾出双手
更加鼓动我们自己的传记③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