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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土地上最好的庄稼，骄阳似火的周口，在
这个盛夏喜开文学盛宴，用努力和实力、用坚持和
坚韧，成就了“文学之乡”的梦想。 7 月 10 日，全国一
批文学名家齐聚周口，共同见证中国“文学之乡”授
牌，共襄周口文坛盛举，共话新时代文学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
徐贵祥：周口是一片古老、神奇、散发着时代光芒的
文学沃土，从远古到现当代文脉绵延。 从《尚书》到
《诗经·陈风》，从《道德经》到《千字文》，周口经典传
承不绝。 从“孔子适陈”到“秋胡戏妻”，从“程门立
雪”到“包公下陈州”，周口故事广为流传。 宋玉、曹
植、张咏、王禹偁、欧阳修、苏轼、苏辙、元好问等历
代名家为周口写下了不朽诗文。 周口文人灿若星
辰，从汉桓谭到建安七子的应玚，从咏絮之才谢道
韫及谢氏一族的谢灵运、谢朓到第一部小说集的作
者殷芸，从周兴嗣到皎然，从陈抟到前后七子的李
梦阳、谢榛，从张伯驹到穆青，这些耳熟能详的名
字，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熠熠生辉。 更令人瞩目的是
周口当代作家队伍阵容庞大，创作成就斐然，形成
了“周口作家群”，旅外作家对家乡的赤诚与眷恋，
本土作家的坚守与耕耘， 共同守护这片文学热土，
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学之乡”对于周口是实至
名归！

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邵丽：周口市是我
省的文学大市，文化底蕴深厚，文学土壤丰实，文学
队伍强大，创作成果丰硕，“周口作家群”在全国具
有重要的影响力。2022 年 9 月、12 月，周口市政府主
管领导两次带队到中华文学基金会汇报创建工作，
2023 年 2 月底，中华文学基金会会同河南省作协对
周口市“文学之乡”创建工作进行考察，并于 3 月 17
日向周口市出具考察反馈意见。 周口对存在的问题
逐条、逐项进行剖析，积极整改提升，形成了一个具
有可操作性的整改报告， 报送中华文学基金会。
2023 年 6 月 8 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批准授予周口市
中国“文学之乡”称号，周口也成为河南省首个、全
国第 18 个中国“文学之乡”。 周口是一片文学的沃
土，每一个周口作家都深爱这片土地，我相信周口
的广大作家承接着感时忧国的文化薪传、永怀报效
祖国和人民的智慧之心，一定能撰写出更多更好的
文学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
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河南有九朝
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商都郑州以及古城南阳，
周口为何在全省率先摘牌， 成为全国第 18 个中国
“文学之乡”？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周口是羲皇故都、
老子故里，文化底蕴深厚，有生命之源的伏羲文化，
伏羲一画开天， 将中国历史带入新的文明时代；有
中国的哲学之源道家文化， 老子的五千言洋洋洒
洒，开启思想之光，一部《道德经》奠定了周口文化
的巅峰地位， 成为中华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哲学
智慧；周口还是龙文化、姓氏文化、陈文化、农耕文
化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是全国闻名的诗歌
之乡、戏剧之乡、杂技之乡、书法之乡，享有“华夏
先驱、九州圣迹”“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文之
源”的美誉。这片古老的土地哺育了一代代鸿儒俊
彦， 留下了众多影响古今的文化经典：《诗经·陈
风》 说明周口先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文学创作
活动，南朝史学家周兴嗣所著《千字文》，是千年不
衰的蒙学经典。 进入近现代后，周口籍的张伯驹、
袁克文、吉鸿昌、穆青等文学前辈，也给后人留下
了不朽篇章。 周口文学和“周口作家群”可谓是声
名遐迩———我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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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周口籍作家，造就了中
国当今文坛上的“周口作家群”现象，擎起“文化强
周”大旗。

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
“文学之乡”这个称号应该说是沉甸甸的，是一个
非常光荣的称号， 河南很多地方文化底蕴也很深
厚，为什么授予周口这个称号。这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主要还是周口人民，周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
来对文学的尊重、对文学的敬畏，所积累下来的结
果。 周口不仅有丰厚的历史资源，有深厚的文化土
壤，还有一颗对文学的敬畏之心。 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走着走着文学就没
有了、消失了。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能够顽强地成长，
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对文学的敬畏，才使我们的文学
能够源源不断的、像一条长河一样发展下去。“文学
之乡”其实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精神，融化进了文学
的血脉里。

周口籍的当代文学作家中有很多是我的朋
友、我的同事，我感到非常光荣。 庆邦，我们是 40
多年的朋友， 我看着他成为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
之王， 写短篇小说可不容易， 可能比长篇小说还
难写， 中国短篇小说写得好的没有多少， 咱们周
口占据其一。 周口有这样的作家，非常了不起，这
个作家群体就成为了周口丰厚的文学资源。周口
人民非常尊敬这些作家，也非常尊敬我们古代的
文化，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文学这东西不能吃也
不能喝，摸不着看不见，那力量怎么来，就是人们
对文学的崇敬，只有对文学的热爱才会产生文学
的力量。“文学之乡” 也包含着当地人民群众对
文学的期待，要不断去擦亮这个品牌，反映当地
火热的、伟大的、创造性的生活 ，用文学的方式
去表达、 去表现。 用与我们时代相称的精品力
作，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这就需要
广大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能够深入我们这个时
代、 深入人民群众生活， 去创作反映人民的作
品，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也是“文学之乡”这个
招牌对周口作家的期望。

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柠：我了解周口是通过庆邦老
师等为代表的周口籍作家，不仅在北京，在其他省
做活动的时候也会碰到他们， 这些周口籍的作家
也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作家，非常典型。 这次来周
口，我了解了周口文学的概貌，真的是群星灿烂，
很多有名的、 读文学史的时候了解的那些名人都
跟这里有关，让我大开眼界，我很期待在周口的采
风活动，非常想要了解周口的风俗民情，想要用眼
睛去看、去了解这个地方。 文学这个东西，实际上
是跟泥土跟古老的人类文明相关联的， 而文学精
神，扎根在更加恒久的历史里，是人类文明里最优
雅的一部分。 我觉得周口成为“文学之乡”是很有
代表性、非常恰当的，与古老的土地和今天人类的
精神息息相关。

当代文学实际上有三种， 一种是对我们这个
时代的进步有直接表现的文学， 叫所谓的主流文
学，我们经常会读到，在《诗经》里面叫“颂”。 一种
是最普通的，读者对文学阅读没有更高要求，只是
读得开心、通俗的类型文学。还有一种是有一定提
升作用的文学，具有一定的引导性，是一种精英文
学，在《诗经》里面叫“雅”。我个人从事文学专业的
研究教学，实际上我更希望看到“雅”的部分，能够
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 同时有一定的阅读引导作
用。我希望，周口作为“文学之乡”能够有更多的作
家，像庆邦老师那样多出精品力作。

著名诗人、学者，《新京报》原编委，北京十月
文学院原执行院长吕约：“文学之乡”这个词，我是
第一次接触，我觉得很有感触，也让我想到另外一
个词———世界“文学之都”。2019 年的时候，我陪同
曹禺先生的女儿、作家万方去爱丁堡大学，举办中
国作家的海外推介会， 爱丁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 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
“文学之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当时爱丁堡正
在举办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这是世界知名的五大
艺术节之一。 我在现场亲身感受到跟我们中国的
一些文学活动相比， 他们更强调文学和艺术在整
个城市生活中的作用。 我当时非常震撼，感觉到他
们在整个城市层面对于艺术节的重视， 城市街头
所有的集市所有的年轻人都进入了这个艺术的狂
欢。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以后建设世界“文学之都”，
包括“文学之乡”都有启示作用。

“文学之乡”， 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学的起源，乡
土应该是早于都市的，中国的文学是从诗经从“文
学之乡”里孕育出来的，这样看“文学之乡”非常有
意义，要有更加基层的、更加深植于中国大地的文
学建设。 文学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里面能够发挥
多大的作用，是需要包括政府支持、作家创作、文化
传承和发展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的， 我们也期待，中
国的“文学之乡”能像世界“文学之都”一样，在我们
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主编、副编审，中国小说
学会理事宋嵩：祝贺周口成为“文学之乡”，据说
是河南省第一个，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更多是
地方政府对于文学的重视程度，也许这个
城市有很深厚的文学积淀，但政府不把
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就不
会去推动“文学之乡”的申报，从这一
点也可以看出咱们周口市委、市政府
对于文学事业的重视，我觉得这是值
得其他地方学习的。

中国作协从 5 月份开始， 进行了
两轮调研， 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期刊的
生存状况及发展前景，通过全国文学报
刊联盟向全国将近 80 家文学期刊和文学
内刊发的调查问卷反馈， 当下各个文学期
刊、文学内刊的生存状况都比较困难。 我认为，
一个地方应该有一本文学期刊，首先是发掘、培养
当地的文学新人， 其次是弘扬当地的传统文化，第
三就是凝聚当地的文学创作群体。 文学期刊或者文
学内刊应该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学名片，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文学期刊和文学内刊的生存举步维艰。 我
觉得，作为中国“文学之乡”，周口应该把文
学期刊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给本地
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发表作品
的平台，让文学爱好者相互交流，
促进文学发展，也让“文学之乡”
的牌子越来越响亮。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
员、《传记文学》编辑、中国小
说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
学学会理事张云珂： 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周口市文学馆。 文
学馆实际上是博物馆的一种形
态，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
时候，有个法国教授跟我们交流，
看到我们国家还有为文学而建的博
物馆，他很惊讶，文学馆在当时可是一
个新生事物。周口市文学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
片、是作家的阵地、是各界人士的会客厅，功能毫无
疑问是非常多元的，也是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支撑点。 周口市文学馆的建立对我的启发有两
点。 第一点，它可以为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提
供地方视角，在研究方面、在文化传承方面，
都是一个颇具启发力的地方视角、 地方
窗口。第二点，新时代地方文化建设，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 对地方文化建设的
重视都是全国性的，周口也可以探索
咱们自己的途径和经验模式。

“周口作家群”让我大吃一惊，
说实在的在全国各地作家群当
中，“周口作家群”队伍齐整、成就
辉煌，这个地方品牌，非常值得挖
掘。周口市文学馆也可以加入中国文
学馆联盟，成为会员单位，相互交流。
“文学之乡”重在建设，现在授牌只是一
个起点，以后重在建设，如果条件成熟可
以试着做一些周口当代作家论、 周口当代
文献史之类的文献集成。

著名作家马泰泉：这一次回到家乡，真正感到
了高天厚土，周口的文化底蕴深厚而长远。 我从小
就对伏羲文化、对《诗经·陈风》感兴趣，也得益于
此。 咱们市委、市政府对文学事业的支持不
是一日之功，“文学之乡” 实至名归。
在周口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作
家， 给一点阳光一点雨露，就
灿烂就成长， 尤其像我们这
些业余作者，本身就肩负着
其他工作， 想要进行文学
创作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和时间， 也更希望自己的
文字能变成铅字。 这就需
要一个承载的平台， 让文
学爱好者去挖掘文化底蕴，
去搞好文化建设。 我们的文
学馆，就是很好的平台，相关部
门可以适当筹措一些资金， 为文
学爱好者打造一片天地。 ②15

邵邵丽丽

徐徐贵贵祥祥

刘刘庆庆邦邦

张张陵陵

张张柠柠

吕吕约约

宋宋嵩嵩

马马泰泰泉泉张张云云珂珂

授授牌牌仪仪式式现现场场

座座谈谈会会现现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