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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杨宜锦

昨日，记者从省文联获悉，我省著名作家
段荃法于昨日早上因病逝世，享年 74岁。生
前，段荃法作为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
席，《莽原》主编，不仅自己创作出一批文学精
品，如中短篇小说集《雪英学炊》、《天棚趣话
录》、《雪路》、《乡音》、《活宝》、《鬼地》，散文随
笔集《天棚居随笔》、《布袋子》等，更是培养扶
植了一大批河南中青年作家，因此他在河南作
家群中有很高的威信，也被李佩甫、张宇等作
家誉为“河南文学的传家宝”。

段荃法的去世引起河南作家群的集体悲
痛，李佩甫、张宇、马新朝等纷纷表示，段荃法
的去世是河南文学界的一大损失。据悉，段荃

法的追悼会将于9日上午举行。
李佩甫：他培养了一大批河南作家

“我前几天刚刚去看过他，知道他现在情
况有些不好，但没想到他还是这么快就离开了
我们。对我而言，荃法老师是我真正的益师益
友。”电话中，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佩甫的声音有
些哽咽。李佩甫表示，作为全国劳模，段荃法
曾接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段荃法长期从事
文学创作，在创作上与乔典运、张一弓等作家
齐名。在上个世纪50年代，段荃法的作品《“状
元”搬妻》《雪英学炊》《天棚趣话录》等都曾在
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不仅从事文学创作，段荃
法更是为河南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

张宇：他是河南文学的传家宝
“荃法老师是河南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名

扬天下，而且是承上启下的一位重要作家。”一
提到段荃法，著名作家张宇的声音就有些凝
重。张宇表示，他和段荃法曾是邻居，段荃法
住三楼，他住一楼，因此两人关系特别好，成为
忘年之交，经常一起出外采风，一起写作，一起
探讨欣赏作品。“荃法老师对于文学执著的精
神让我钦佩，他文风朴实，描写细腻，有着浓烈
的河南味儿。此外他对河南中青年作家的扶
持也让人尊敬，可谓河南文学的传家宝。”

马新朝：他一生为文学而奋斗
我省著名诗人马新朝昨日也十分悲痛，他

告诉记者，段荃法既是河南知名作家，又是河
南文学的重要组织者，他一生都在为文学而奋
斗，不为名不图利，默默写作，无论是作品还是
为人都获得了广泛认可。

《咬文嚼字》“咬”上毕飞宇
新年伊始，“语林啄木鸟”《咬文嚼字》

就和作家较上了劲。已经面世的 2010年
首期《咬文嚼字》公布了首个“被咬”作家毕
飞宇的多处差错，如在作品《平原》中，毕飞
宇错把“三省吾身”当成了韩愈的话，错把

“慎独”当成“孔夫子”的话。对于自己的作
品被纠错，毕飞宇明确表示，“我非常乐意
成为靶子，读者尽可以挑问题。

2009年底，《咬文嚼字》杂志宣布将在
2010年启动“点击文坛十二家”活动，他们的

“开咬”对象是毕飞宇、毕淑敏、陈忠实、池
莉、迟子建、方方、刘震云、莫言、苏童、铁
凝、王安忆、张贤亮等12位著名作家，而毕
飞宇成为今年的第一个“靶子”。 应嘉轩

一怪：名气大，点击率低
论及知名度，铁凝、贾平凹等无疑处于作家

金字塔的塔尖。按理说，冲着他们的名气，他们
一旦开博，博客的点击率就算不能遥遥领先，也
绝对不落人后。陕西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
凹的博客虽然只有两篇文章，而且都是2007年
的旧文，但其博客的点击量却达到了140多万，
而且天天有人点击，这就是博客的名人效应。

虽然这140多万的点击量和徐静蕾、韩寒、
郭敬明等人的博客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这45
名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博客中，贾平凹博客的点
击量已经算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点击量都在几
十万徘徊。作为中国作协的最高“掌门人”，铁
凝博客的点击量只有22万，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程维博客的点击量甚至只有3万多。

二怪：不更新，有点懒
常上作协主席、副主席博客的网友会发现，

多数主席太“懒”了，隔个把月更新一次是常有
的事，直接停博也不罕见。

以铁凝为例，去年 6月开博，截至昨日，仅
仅发表博文 5篇。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存葆
2007年 12月开的博客，到 2008年 8月 31日之
后就已经停止更新了，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王旭
烽的最后一篇博文甚至可以追溯到2008年。

对此，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表示，作协主席、
副主席相对年纪比较大，对上网相对陌生。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开博客，不是顺应潮流，就是为了
宣传需要，对于写博文，“其实并不习惯”。同时，
由于他们大多带有行政职务，本来就忙，加上自
己的写作任务，博客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三怪：不会上网，也有博客
张炜告诉记者，除了会收发电子邮件，电脑的

其他功能他几乎一概不知。如果不是记者告诉
他，他还不知道自己还有博客，“我‘被博客’了”。

记者随后还发现，不上网和不用电脑写作
的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博客，也不是他们自己开
的。更荒诞的是，贾平凹博客中最新的博文是
2007年11月22日发表的，标题就是“说明”，用
来声明自己从来不开博客，也没有委托过别人
开博客。这篇博文，是贾平凹手写稿的影印。

记者还了解到，有一些作家，比如湖北省作
协主席方方、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南帆，则请专门
的人帮忙管理博客，他们只需提供内容即可。

>>>声音
质疑：作协主席们OUT了？
回应：中国作家气质“温和”

“难道，作协主席们与现实已经脱节，已经
OUT了吗？他们正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有
网友这样断定。对于网友的质疑，陕西省作协副
主席朱鸿并不认可：“作家不可能脱离社会现
实。只是中国的作家有一种‘温和’的气质，很少
一下爆发。但一旦开口，就是很有力量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则认为，
现在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基本都是小说作者，他
们会把观察到的诸多社会热点或某一个时代的
经历，经过思考、总结后，化成艺术形象，通过作
品表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就某一个社会现象说
话，“这样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明显比
一篇随笔或是评论大得多。” 据《华商报》

贾平凹不当“流氓作家”
《废都》解禁过程首次被披露

2009年，被禁16年的贾平凹的《废都》
解禁出版，这是公认的重大文化事件。出
版方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近日首次透
露了《废都》解禁的一些细节。

《废都》是 1993年被禁的。当时出版
上市只有半年，查禁者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给出的理由是“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
写”。在类似的情况中，因为“色情描写”
而被查禁是最令人不屑的。何建明透露，
出《废都》的贾平凹当时在文坛已经有了
相当的知名度，但一下子因为“色情描写”
而背上了“流氓作家”的名号，这成了贾平
凹此后16年的一块“心病”。

这16年中，贾平凹从来没有放弃过申
诉的权利。何建明披露说：“我知道平凹
这些年没有少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这方
面的问题。他是个嘴很拙的人，早该解决
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不过，贾平凹向中央的多次申诉和朋
友们的一贯支持，多少还是起到了一些作
用，《废都》事件终于在去年初发生了转
机，并最终被解禁。

我省著名作家、前《莽原》杂志主编段荃法逝世

“河南文学传家宝”走了

作协主席“被博客”？
在网络时代，“博客”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博客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写作、发表的门槛一再降低，会打字便是“作家”，勤写不辍

便成“专栏”。于是乎，名人博客如众星捧月，草根名博也门庭若市。
那么，你留意过各地作协主席这个群体的博客吗？记者昨日浏览后发现，除了郑彦英、谈歌、麦家、朱鸿等少数几人会长时间关注

诸如物价上涨、百姓看病贵以及国内、国际热点事件问题，大部分作协主席、副主席们的博客不仅更新得慢，一点也不“热闹”，而且博文
更多集中在文化杂谈、史海钩沉以及宣传自己的作品上，很少发表和社会现象、社会热点有关的博文。

铁凝铁凝

贾平凹贾平凹

施特劳斯爱乐情动绿城
昨日，省人民会堂内旋律动人，奥地

利施特劳斯爱乐乐团首次来到绿城倾情
演绎了“2010安利新春慈善演出”，为河南
观众带来了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乐团
指挥萨伯更是携 1686年制的意大利名琴
——瓜内里琴为大家展示了其精湛高超
的琴技，博得观众如雷掌声。

奥地利施特劳斯爱乐乐团建于 1843
年，从维也纳演至全球，一直坚守演奏施
特劳斯家族音乐的传统。本次演出，乐团
演奏的《奥菲欧序曲》《美丽喷泉圆舞曲》
等经典作品，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而当
《茉莉花》的乐声响起时，观众们报以热烈
的掌声。最后，演出在约翰·施特劳斯的
《蓝色多瑙河》乐曲声中进入尾声，但是热
情的绿城观众起立鼓掌不愿离去，施特劳
斯爱乐乐团也被市民的热情所感染，不得
不加演一曲才结束。 晚报记者 杨宜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