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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习习
诗意盎然

雁鸣金秋，为美丽中牟立传（下）
□冻凤秋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解放
军艺术学院教授邢军纪此次专
程来参加笔会，他被崭新的中
牟惊着了。多年前，他所在单
位的农场就在柳林和圃田一
带，每年农忙时节，单位组织义
务劳动，他多次到这里春种秋
收，刈麦锄豆。虽然时隔多年，
那种身体力行汗水浇淋的感觉
依然清晰如昨，中牟大地的沃
野和长风时时进入他的梦境。

“山水林田湖
生命共同体”

当 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名
家大家在规划展览馆、中牟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农耕文化
博物馆参观时，观看箜篌、豫剧折子
戏演出时，行走在官渡古镇参观官
渡古寺感受悠久的历史文化时，在
官渡桥古村走进三层楼的敞亮民居
时，在牟山湿地公园看到把垃圾变
成一座青山时，那一双双惊奇的眼
睛，透出无尽地欣喜。

他们是看到了《中牟县城规划
总图》（1985～2000）、《中牟县城总
体规划调整总图》（1993～2010）和
《中牟县城总体规划》（2010～
2020）吗？这三张图一张比一张更
精美、更科学、更有气魄。分明是
一张张色彩绚丽的画卷，一代又一
代中牟人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接力
赛，传递着为当地人民谋幸福的决
心和信心！

他们是看到了“三季有花、四
季常绿”的生态廊道，“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潘安湖、史公湖、雁月湖
等，曾在县志中“高数丈，长里许”
的牟山，如今亭亭玉立，山映彩霞，
贾鲁河畔的“天鹅戏水”“双彩虹
影”“月影双塔”与粼粼的河面交相
辉映、瑰丽迷人的景象了吗？这样
持续营造着“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
体”，让生态文明思想在中牟落地
生根，深入诠释“生态兴则文明
兴”，进而带动文化兴、人文兴，是
多么宏大的气魄！

他们是看到数千年的历史文
化依然在时间的维度里散发着光
芒，彰显着厚重与璀璨了吗？无论
是历届雁鸣湖金秋笔会的成功举
办，“潘安文学奖”“双优”“双带”文
化惠民工程接续实施，文化馆、博
物馆、农耕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相继建成投用，建业·华
谊兄弟电影小镇，王潮歌“只有河
南”主题乐园的推进等，都让人无
限期待未来。而美丽的箜篌演出，
表演者衣袂飘飘，弹奏出柔美清澈
的音色，让人如沐微风细雨，享受
一场穿越千年的古典音乐盛宴。
这一切时时处处都呈现着河南、中
牟对文化的自信，以及对中原文
化、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他们
通过文化创作凝聚正能量、引领新
风尚，着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的文
化高地。

中牟，是中原大地的一个缩影；
中原大地，也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窗
口。感受着缩影里的变迁和精彩，
观看着窗口里的美好和奇迹，作家
诗人们的心如何不沉醉，思绪怎能
不激荡？

未来，还有多少新的更大的奇
迹，让我们拭目以待。

吟咏才能领略
中牟的风情与美丽

中牟早先的两张名片——大蒜
和西瓜让他记忆深刻，他曾抱着中牟
西瓜去山西运城走亲戚，因为轮船靠
岸不便，只得跳入黄河水中，差点遇
险。他在创作中至少有三次涉猎过
中牟，一次是《黄河大决囗》，一次是
《风雅大郑州》，最近一次是《韩愈
传》。这三部都是长篇纪实文学。他
说，但凡写历史人物心里没谱的时
候，我就把他拉到中牟地界上，不是
在圃田，就是在白沙，有时干脆就在
官渡古渡口。写韩愈西上长安赶考
时我就把他拉到了官渡游历了一
番。这是个插根筷子都能活的地方，
被中牟的水土一滋养，人物立时栩栩
如生，画面顿时鲜亮如染。因此，中
牟应该是我的福地。

这么熟悉中牟掌心和纹路的他，
看完两本大书，惊诧于中牟强大的动
员力。它倾全国名家之力，打造了一
个纸质的中牟，一个诗意的中牟，一
个文化的中牟。这个中牟，只有靠阅
读才能听到她的心事，只有靠吟咏才
能领略她的风情，只有靠品味才能弄
懂她的美丽。

他说，这样强大的阵容，在金秋
时节，或独步或共赏，相期中牟于花
好月圆，有感而发于雁鸣湖，高歌浅
唱，长啸低吟，犹如曲水流觞，兰亭修
禊。这样盛大的文学气象，这种结构
优美的布局，这样持之以恒的意志
力，非庸常之辈所能为之。

他称赞作为雁鸣湖金秋笔会主
办方的王银玲女士热爱文学的真诚
和纯粹。从 2000年到现在，她一直
守候在雁鸣湖畔，等待着一拨又一拨
大雁归来，不为别的，只为把鸣叫留
在汉字里，然后去奔走相告，用这些
文字去温暖行色匆匆的中牟人。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在郑
州居住了 38年，他说，20世纪 80年代，刚到
郑州，不知道中牟，只知道官渡。而现在，我
们看到一个生态中牟、田园中牟、诗意中牟，
这样的定位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当代中牟
是中牟历史上最好、最美的时期，赶上了“郑
汴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前景广阔。

他说，我知道中牟是通过王银玲介绍，
她曾经参加河南省文学院的研修班，是我们
的学生。王银玲是中牟最优秀的广告员，最
先听到的不是她的话语，而是她的笑声。哈
哈大笑，笑得很健康，很单纯。就这样，在王
银玲的健康、纯粹的傻笑声中，我稀里糊涂
地来中牟三四次，发现在中原城市群建设的
大格局中，一座有着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诗意的田园化的中牟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他称赞，18年来，王银玲不遗余力推介
中牟。中牟有了王银玲，真是大好事。她的
笑声，应当是为家乡的美好而骄傲！

《解放军文艺》主编、诗人姜念光身材高

大，性情温和，他回忆自己与中牟的久远缘
分。他的家乡在山东金乡，读大学在湖南长
沙。每次坐火车在陇海线上都要经过中牟，
在站台停留。从 1980年到 1999年，来回经
过中牟40多次。他感叹，今天终于来到这个
历史悠久、人文兴盛之地。

读了两本书后，他赞叹，中牟县委、县政
府眼光长远，襟怀宽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和投入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他说，现在
世界各地的名胜大多是通过文学名篇来传
达的。坚持举办笔会，收获这么多佳作，并
结集出版，非常了不起。作为主办者，中牟
县文联王银玲应立功受奖。

他建议，要写出更有深度的作品，除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有新鲜的发明，应该
更注重今天中牟人民的生活细节，挖掘心灵
深度和生存状态。比如列子御风的故事，看
似讲的是他的学习技能，其实讲的是哲学问
题和生命状态问题。希望更多名家能来到
此地，为中牟写出好文章。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凭诗集《看见》获鲁
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荣荣说，在我们浙江宁
波，有国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在
业界名气很盛。但真正被老百姓知道，还是
得益于余秋雨的散文《风雨天一阁》。随着
读者滚雪球般地增多，天一阁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很多人来到浙江宁波，就是冲着这篇
文章和天一阁而来，这说明文字的力量，文
化的影响力。

中牟举办笔会，邀请名家来写中牟，这
是非常好的宣传方式。中牟的魅力很大了
不起，不仅在于它久远的历史文化，更在于
它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飞速发展。这两本
书的内容非常接地气，有价值。

凭借中篇小说《喊山》获鲁迅文学奖的
山西作家葛水平也是第一次到中牟。她说，

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中牟的月亮，似乎是今
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月亮，很惊讶，很激动。
中牟的明月让我想起故乡。在明月下，我们
说起中牟的潘安。这位美仪才子，犹如西晋
天空中的一抹艳阳，消失在深沉广阔的岁月
里。尽管只有一刹那的光芒，却幻化成了一
个最美丽的符号。而在中牟县东南 10公里
处有个古城村，村边有座古城遗址，相传是
古代的“箜篌城”。箜篌，是一种纯净得无限
衰弱，而又无限强大的乐器，蕴含着万千气
象，是行走着的时间。

她说，中牟有这么好的月亮，这么好的
雁鸣湖水系，这么好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
境，现在又做了这么多届的雁鸣湖金秋笔
会，这就是历史和人文互相激荡的结果，中
牟未来会更好。

历史和人文互相激荡，中牟未来会更好

著名诗学理论家耿占春，“每年到春天
才飞回来”，他在河南大学教书。其余时间，
都在大理学院潜心著述，或者忙于参加各种
大型的学术活动。耿占春先生从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
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
《话语和回忆之乡》《失去象征的世界》等，在
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上具有相当的建树。此次
回来，他盛赞这两本书对于传播中牟故事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个地方只有通过文学的
叙述，才能让人真正认识，产生情感认同。阅
读这些美文、诗篇，会让人知道中牟在经济、
社会发展之外的文化内涵，跟这块土地发生
情感的、经验性的关系。这很有意义。借
此，更让人体会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两次获得全国“五一个工程”奖的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孟宪明，以一朵小小的野菊花开
放的过程比拟金秋笔会举办的不易。他说，
我们常常认为一朵花的开放是很容易的，其
实，它首先需要泥土的力量，雨水、阳光、风的

力量，要等一个季节，最后在一个空气潮湿的
早晨开放。雁鸣湖金秋笔会，也是开了一朵
花，准备了很长时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还要有这样的阳光晴朗的好天气，我们才能
相聚在这里。

他谈到文字的神圣感。直到今天，物理
学家也没有办法证明时间的存在，而人类自
远古至今，在石头上，在龟甲上，在竹简上刻
字，是为了记录神的事情，到现在看似文字的
神圣感不存在了，谁都能写字，但实际上，人
还是要靠文字，才能穿越时空，才能穿透时
间，抵达永恒。

所以，雁鸣湖金秋笔会，请这么多有想法、
有感悟的人写文章，实在是很高明的举措。

是的，实在是很高明的举措。你看，雁
鸣湖的文学雁阵的起飞，是中原大地上长出
来的花木，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笑声忧叹，是
言之有物的文章，是发自肺腑的感叹，是历
史深处的回响，更是改革开放经济大潮中腾
飞的精灵。

“当代中牟是中牟历史上最好最美的时期”

靠文字才能穿越时空，抵达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