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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
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学会、河南省
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郑州市文联
主办的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在嵩
山饭店举行。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
家、文艺评论家，围绕着冯骥才的《俗世
奇人》和小小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冯骥才是当代著名作家，其文学创
作题材广泛，代表作品有《神鞭》《三寸
金莲》《珍珠鸟》等。其中《俗世奇人》由
其近 20年间创作的小小说共 36篇组
成，先后发表于《收获》杂志，并于 201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俗世
奇人》以清末天津市井生活为背景，以
天津方言与古典小说的白描技法为基
础，塑造了36个鲜活有趣的传奇人物。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冯骥才
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并从中生发出自己
的观点，他对于地域文化有深入的感受
和追求，《俗世奇人》读来回味绵长，书
中许多小故事都是来自民间文化的灵
感，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精气神；中宣部
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用“有趣之人，风
趣之事，乐趣之作，妙趣之书，怎一个
‘趣’字了得”来评价冯骥才及《俗世奇

人》，他说，书籍以精细的笔法、精短的
篇幅，形神毕肖地刻画了天津卫里各种
怪异人物，勾勒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
风俗画卷。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
王守国说，冯骥才在文学、美术、民间文艺
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是小
小说的领军人物，对小小说的发展有不可
估量的作用，《俗世奇人》体现出作者的大
爱、大智慧和向善向上向美的艺术追求。

与会专家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代
表性文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当
代文坛，小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作为
一种新兴文体，小小说在30余年的发展
历程中，冯骥才既是倡导者，也是实践
者。其创作的《俗世奇人》系列小小说继
承了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优秀传统，具
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创造性地将故事
性、传奇性、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融为
一体，让读者感受到小小说“短”的魅力
和浓烈的地域色彩，书就像一个万花筒，
折映出老天津卫七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俗
世生活，堪称中国当代新笔记体小说的典
范之作，在当代小小说创作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引领与典范作用，也是中国当代
文学笔记体小说创作的重大成果。

本报讯 昨日上午，第 16届
《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
在嵩山饭店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著名作家陈建功，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著名作
家冯骥才，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
刘建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赵钢，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
家、编辑百余人出席盛会。

张俊峰在致辞中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目前，郑州正站在新的历史
发展起点上，以商文化核心的商都
历史文化街区、以秦汉文化为核心
的古荥大运河片区、以现代工业文
化为核心的创意产业集聚园区等
重点文化片区建设顺利推进，文化
氛围进一步浓厚，特别是以《小小
说选刊》与《百花园》为依托的小小
说，已经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对
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和中原现
代文化的重要代表，郑州也成为海
内外瞩目的“中国小小说中心”。

张俊峰说，冯骥才先生是当代
著名作家、书画家、文化学者，也是
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重要的见证
者和推动者，曾多次参加小小说重
要活动。他创作的《俗世奇人》在
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是小小
说的经典和标杆。冯骥才关于中
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论述也正在指
导郑州的城乡规划、助推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

本次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小说学会、河南省作家协会、
河南省文学院、郑州市文联主办，
主要包括“开幕式暨颁奖典礼”
“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小小
说新论坛：内容创新与载体创新”
三大主题活动。

昨日的颁奖典礼上揭晓了《百
花园》2015~2016年度优秀原创作
品奖、第 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
作品奖、第 16届《小小说选刊》佳
作奖等多个奖项。《俗人奇人新篇》
（冯骥才）等15篇作品荣获第16届
《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连语
言似乎都是多余的》（周涛）等 15
篇作品荣获第 16届《小小说选刊》
佳作奖，《安装工小马》（王剑冰）等
30 篇作品分获《百花园》2015~
2016年度原创作品奖。

颁奖典礼上，郑州本土两家优
秀文化企业——中原网与郑州小小
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今后双
方将共同推动全国小小说报刊、网
络、电台、自媒体等的交流互动，促
进小小说文体的繁荣与发展。
郑报融媒记者 秦华 苏瑜

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礼·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

第16届
《小小说选刊》
优秀作品奖颁出

冯骥才：“郑州是中国的一个名城、老城”

在现场，郑州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
家程韬光说，冯骥才先生的到来为郑州
带来一股清新的文学之风，希望能借助
先生的智慧，为郑州的多元文化、民俗
和文学的发展带来助力。座谈会上，众
嘉宾围绕着中原民俗文化、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等话题畅所欲言。

谈到河南，冯骥才饱含深情地说，
其实他早已是河南的老朋友，更多时候，
他面对的不是媒体的“长枪短炮”，而是
悄悄地在河南各地走访民间文化遗产和
传统村落。冯骥才谈到河南的民间文化
如数家珍，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朱仙镇
和清明上河园，“在河南文化界人士的用
心工作下，河南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被评定为国家级。”他说如果受到邀请，
他一定会参加明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感受“三月三，拜轩辕”的盛况。

有民俗学者说，城市应当如何保护
传统年味？对此，冯骥才强调说：“郑州
是中国的一个名城、老城。”而对于民俗，
在他看来，民俗不是强加的，它需要大多
数人的认同，是大家自觉自愿、心悦诚服
地共同认同，对于郑州这座移民城市来
说，郑州人回老家过年，其实也是遵从中

国人“回家过年”的民俗，本也无可厚非，
政府能做的就是做好服务，让急着回家
的人能买上车票，让回家的路更通畅。

谈到民俗、文化，冯骥才有个切身
的感受不吐不快：“我们总是说我们的
文化多么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可是扪
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去走进、去
感受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去真正地热
爱中国文化？我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去
感受文化的温度，而不仅仅将‘爱文化’
停留于口头和表面。文化遗产是公共
遗产，是大家应该共同继承的。”看到出
席活动的嘉宾不少都上了岁数，冯骥才
感慨“如果只是老人来关注文化，那是
一件很可悲的事，只有更多的年轻人去
了解、热爱、传播我们的文化，我们民族
的文化才有希望”。

最后，冯骥才呼吁说，文化不是知
识，而是一种情怀，如果把文化作为他
者，你就是一个阿姨，只是来照顾她，但
如果把文化作为生命和情感，那么你就
是母亲，是真正的感情，这就是一种情
怀，“对文化诚恳一点，不要虚伪，要真
正地爱她。让她真正地走进我们的心
里，融入我们的生命”。

共襄一场小小说的盛事
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暨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举行

郑州这座“中国小小说中心”再度吸引国内文坛的目光

昨日，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暨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在嵩山饭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家、文艺评论家百余人
共襄这场小小说的盛事。这里有隆重的颁奖，这里有对名家作品的深入研讨，这里有小小说未来发展的权威论述，郑州这座“中国小小说中心”，再
度吸引了国内文坛的目光。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对话冯骥才：中原文化与郑州民俗”活动举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程健君，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州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石大东，郑州市文联主席钟海涛，作家、中原文化研究专家赵富海，作家、编剧、民
俗专家孟宪明，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任晓燕等嘉宾，与冯骥才围绕着中原文化、郑州民俗展开讨论。
郑报融媒记者 秦华 苏瑜/文 李焱 白韬/图

《俗世奇人》，怎一个“趣”字了得

近年来，由于身体问题，冯骥才从事文
化遗产保护的时间有所减少，放在文学创作
方面的时间日渐增多，作品也不断推出。

冯骥才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财富是
他的经历，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财富
也是它的经历和传统。

“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冯骥才称之为自己的“四驾马车”。冯骥才
早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创
作和民间文化研究。他创作了大量优秀
散文、小说和绘画作品，并有多篇文章入
选中小学课本，如《挑山工》《珍珠鸟》等。

“如果真爱自己的文化，就会对自己的文
化产生情怀。”冯骥才说，“我的每一本书，
都来自一种情怀。情怀不是你走进它，而
是它走进你。如果我们真爱我们的文化，
就应该让它走进我们心里。”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小小说在30余年
的发展历程中，冯骥才先生既是倡导者，
也是实践者。其创作的《俗世奇人》系列
小小说共36篇，继承了中国古典笔记体小
说的优秀传统，刻画了 36位栩栩如生、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
底蕴，堪称中国当代新笔记体小说的典范

之作。
谈及小小说在当下时代环境里的生

命力，冯骥才表示：“因为手机的原因，人
们现在喜欢短阅读。如果满屏的文字，
读的人就有点不耐烦了。这样为小小说
创造了一个机会，客观上是小小说发展
的一个良机。我觉得河南在这方面做得
很好，就是推动，几十年来一直是很敬
业，而且坚持着一直在推动。现在越来
越多的小小说的作家参与进来，我觉得
应该可以期望小小说会迎来一个比较好
的时代。”

本报记者专访冯骥才——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根，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要有情怀
“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

的，一个是长篇的柱子，一个是中篇的柱子，一个是短
篇的柱子，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小小说这个柱子
是不是坚实，是不是有力，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努力。这
个柱子因为在中原，因为在郑州，所以，我特别来到这
个会上，向小小说事业的创造者们表示敬意。”十年前，
冯骥才在“中国郑州·第二届小小说节”上做了“小小说
让郑州扬名”的主题发言。十年后，他再次因为小小说
来到郑州。

昨日，冯骥才分享了他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和民间文
化保护的许多看法。冯骥才说，他和河南的渊源很深厚，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在朱仙镇启动的，开封
的“中国清明文化传承基地”是他促成的，河南的很多传
统古村落也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小小说的顾问，这次
能来到郑州见证小小说的颁奖盛会非常高兴。

冯骥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之后，他欣然题写了
“郑州应是有福地”送给读者。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秦华/文 李焱 白韬/图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程”，一做就是13年。冯骥才说，这项
工程的起点正是河南朱仙镇。至今，他还
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们计划是在2002年正式启动普查
工作。2001年的时候，朱仙镇搞了一个国
际年画节，我带了一批专家过来参加活动，
开幕式的时候，镇子里有几万人赶来了，把
活动现场全部围起来，大家都非常为自己的
民间文化骄傲。当时我坐在主席台上往下

看，看到很多老百姓甚至站在房顶上，站在
墙上，这种热情、热切，让我很感动，我当时
就和民协的人商量，我们就在这儿率先启
动吧！”

冯骥才说，这些年来，他为文学来河
南不多，几乎都是为了民间文化，跑了河
南的很多地方，开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来是传统古村落。“中华民族的根在河
南，中州大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腹地，文化
非常深厚，在已公布的 4批传统村落名录
中，有4153个村被纳入保护范畴中，河南所

占的比例很大。目前，还有一批正在申报
中的。”冯骥才很自豪地笑言，河南的很多
传统古村落都和他有很大的关系。而把开
封作为复兴节日文化一个基地也是冯骥才
印象极为深刻的事。

“清明文化与开封有着深厚历史渊
源，早在北宋时期就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20岁就发誓要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冯骥才，
对《清明上河图》中的景致熟悉异常。当
时复兴传统节日文化时，他立刻就想到了
清明上河园。

谈文学创作 手机阅读盛行的当下，为小小说发展创造了一个良机

今年 3月 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记者会上，冯骥才表示，在多元文化
相互碰撞和消费文化“抢夺眼球”的时代，
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应当引领年轻人在当
代生活中亲近传统文化。

在谈及郑州本土的文化如何发力时，
冯骥才特意强调，要思考如何唤起年轻
人对文化的热爱，“这其中重要的是教
育，而这个教育不是指课本，因为文化最
重要的是体验”。这些年来，除了身体力

行地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
冯骥才始终坚持培养年轻后辈。“在教育
方面，我注重两个因素。一是责任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是视野，秘鲁
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
过，‘作家最重要的是视野’。在我看来，
做文化也是如此，要有思想的视野、知识
的视野，方能做好。”

在冯骥才心中，文化的事是民族的
事，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我国是

文化大国，最高决策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的态度很坚决。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化
遗产保护的人来说，就要像武训办学一
样，不断呼喊，把知识分子的先觉想法变
成全民的文化自觉。”

“文化更需要志愿者。”冯骥才认为，
消费的时代，往往要用消费来拉动经济，
刺激人的物欲，但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
终极追求，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成
为志愿者，承担这种责任。

谈文化发展 应当引领年轻人在生活中亲近传统文化

冯骥才题写“郑州应是有福地”送给读者

谈河南文化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在朱仙镇启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