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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作家群：坚守与突破铸就文化品牌
刚刚闭幕的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省政

协委员毛德富建议，河南文化资源丰富，但缺乏
亮丽的文化品牌，中原作家群是当代中国文坛
实力最雄厚的创作群体之一，应将其打造成我
省的一大文化品牌。

上世纪 80年代，文坛就提出“文学豫军”的
概念，1995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文坛冲过
来一支豫军”，多年来，中原作家群一直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主力军。

在当代文坛，“中原作家群”的崛起已成为
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文学豫军”实现“中原突破”

其实，“中原作家群”古已有之。历史上，中
原作家群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庞大创作群体，
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商隐等文学巨匠曾创造
了无与伦比的辉煌。

然而，宋室南迁后，中原文学陷入低谷。直
到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发端起，中原作家才接
续了一度几乎断裂的文脉。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
论、影视文学等各个门类，中原作家群都实现了
历史性跨越，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原突破”。

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郑彦英认为，“中
原突破”是当代文坛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大批
小说家的涌现，是中原作家群崛起的主要标志。

进入新时期，河南的小说创作持续繁荣。
李佩甫的《羊的门》，被评论家誉为“是一部改变
了五十年来中国乡土文学面貌的作品，一部对
于当代中国史有着百科全书式意义的作品”。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享誉世界，有
人戏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二月河的小说。李
洱的长篇小说《花腔》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被评论家认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最优
秀的代表作之一，在先锋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墨白、邵丽、乔叶、傅爱毛、蔚然、南
飞雁、陈麦启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从主题开掘到
艺术创新，都达到了新高度，获得多种全国文学
奖项，有的被译介海外。

河南小说创作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以《百花
园》和《小小说选刊》为园地，郑州成为全国小小
说的创作中心。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得
到普遍承认，纳入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成为
当代文坛最富活力和生机的文体之一。

河南散文创作阵营也在全国声誉鹊起。孙
荪、周同宾、卞卡、廖华歌、王大海等人散文佳作
频出，王剑冰、乔叶、何向阳、王钢等人的散文创
作形成高峰，王剑冰以《绝版的周庄》为代表的
系列散文受到广泛关注，郑彦英以小说笔法创
作的散文别具一格，其作品《在河之南》、《风行
水上》等颇受好评，周同宾、郑彦英先后获得鲁
迅文学奖散文奖，展示了河南的散文创作实力。

河南诗界更是名人辈出，多种风格并存，进入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歌发展鼎盛时期。已故
老诗人苏金伞、王怀让，中青年诗人马新朝、邓万
鹏、朗毛、森子、高金光、吴元成，女诗人蓝蓝、杜
涯、萍子等老中青三代诗人同堂，各领风骚。

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系“鸟之双翼，车之两

轮”，与创作相辉映，河南文坛拥有一支实力雄
厚的文学评论家队伍。先有孙荪、刘思谦、鲁枢
元“三驾马车”领跑，继而王鸿生、耿占春、艾云、
陈继会等人跟进，何向阳、何弘、孙先科等人随
后崛起，形成了完整的梯队。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豫军”一
直是中国文坛上一支活跃的劲旅。早在1995年，

《光明日报》就发表文章称“文坛冲过来一支豫军”，
表明“文学豫军”的地位和影响很早就得到认可。

茅盾文学奖被公认为是全国文坛长篇小说
的最高奖，文学豫军已五次问鼎茅盾文学奖，以
作家籍贯论，没有省份可与河南比肩。作为创
作实力的证明，在历届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
奖、骏马奖、电视剧飞天奖等全国重大文学奖项
评选中，中原作家群都屡有斩获。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认为，文学豫军是当今
文坛一个响亮的名字，前不久她在“2010中原作
家群论坛”上表示：“中原作家群是我非常尊敬
的作家队伍，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也是一支不可
小视、非常整齐、阵容强大、从未断代、展示着旺
盛活力的作家群体。他们之间互相激励、协同
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坚守成就深度与厚度

中原作家的创作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同时
也表现出了共同的风格特色。

中原作家群坚守一种“关注现实的优良传
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认为，与文学界的
一些求新变成追求怪异的现象不同，在创作中，河
南作家坚持追求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坚持可贵的
创新意识，形成了鲜明的中原风格与特色。对新
与厚的追求融在一起，表现为一种大气。

多年来，河南作家不为潮流所动，坚持关注
现实、坚守文学精神。新时期伊始，张一弓以直
面历史的勇气和现实主义精神，率先冲破题材禁
区，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揭露
了“极左”思想禁锢下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
生存困境，轰动全国。南丁的《旗》，开创了反思

文学先河。郑彦英的长篇小说《拂尘》，被评论家
认为“深入到了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的深部，对
于当下社会进行了极为透彻的探究”。与一些对
历史、现实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不同，李洱对现
实和历史具有极大的关注热情，其长篇小说《花
腔》呈现深切的历史和现实感；墨白用现代叙事
深刻反映社会生活，他的小说被评论家誉为“中
国当代文学良知的声音，为当代小说的叙事学和
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母本”……

在文坛，中原作家群有着“文脉不断、四世同
堂”的美誉——文坛元老张一弓、乔典运、段荃法
等宝刀不老，中年作家二月河、李佩甫、张宇、郑彦
英等潜心耕耘，青年作家墨白、李洱、行者等佳作
迭出。老、中、青三代作家，形成了文学豫军梯队。

河南老一代作家把写作作为毕生追求，为
年轻作家做出了榜样，也给商业时代不景气的
纯文学赢得了尊严。

二月河埋头15年，创作出13卷系列长篇小
说。李佩甫坚持 20年，写出“平原系列”。退休
后，年逾七旬的张一弓仍然像年轻时一样笔耕
不辍，创作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被中宣部
列为外交赠书。文学评论家孙荪跟踪研究李凖
几十年，数易其稿，完成了《风中之树——李凖
评传》。田中禾退休后，10年间埋头创作了长篇
小说《父亲和她们》和《十七岁》。在前不久召开
的田中禾新作研讨会上，面对老一代作家的不
懈求索，很多年轻作家感到了责任和压力。

“八方风雨汇中州，中原作家的创作心态向
来都很开放，既能坚守又不断创新。”中国作协
党组书记李敬泽如是说。

进入网络时代，一向“埋头创作，不事张扬”
的河南作家直面挑战。2008年10月21日，李佩
甫、郑彦英、张宇、杨东明等 11位河南籍作家与
新浪网集体签约。被新浪聘为首位“文学伯乐”
的郑彦英表示：“敢于网上冲浪，就是要让亿万
网友检阅我们的作品。”

2009 年 4 月 9 日，侯钰鑫、杨东明、墨白、乔
叶、孙方友等 33 位河南作家，再次与新浪网签
约，显示了雄厚的创作实力。

“文学豫军集体冲浪”引起巨大反响，其作

品点击量过亿。文坛称赞此举“丰富了网络文
学的类别”，实现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融
合”。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网上冲浪，是
作家工作姿态的历史突围。”

“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平原，成
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这是读者熟悉的李佩
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的一句话。

身为河南作协掌门人，李佩甫同样用植物
的特性来比拟中原作家，他说，中原作家深受中
原文化浸润和滋养，具有可贵的韧性和包容性，

“他们踏实低调，不浮躁，不炒作，不张扬，他们
耐得住寂寞，埋头创作，默默地拿出有分量的作
品。河南文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这种可贵
品质密切相关”。

豫籍作家纵横四海

在全国各地，从河南走出去的作家身影十
分活跃。仅在北京，就有周大新、刘震云、阎连
科、柳建伟、邢军纪等十余位，他们在全国文坛
都影响极大。

阵容庞大的中原作家群不仅包括河南本土
作家，还包括国内河南籍作家。

河南镇平籍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柳建伟很乐意将自己列入“中原作家群”的行
列，他说：“在全国文坛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
质量上，咱们中原作家群都排在前列，河南的文
学发展整体状况很好，而且老中青三代都有代
表人物，这种交相辉映的强劲势头令人称道。”

将活跃在外地的豫籍作家归入中原作家
群，郑彦英认为，这并非仅以作家的籍贯画圈
子，而是因其创作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

胡平认为，外地的豫籍作家具有鲜明的共同
特点，他们的代表作多源于对家乡的体验，在对
故乡的审视和理解中达到对人生的深刻把握。

外地的豫籍作家创作的主要文学资源，大
多来自故乡河南。周大新笔下的豫西南盆地系
列，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故事，刘庆邦笔下的豫
东乡土风情，刘震云笔下的豫北农村生存背景
等等，他们的创作都和中原文化母体有着天然
的、无法割裂的联系。

“无论走多远，我始终依恋着中
原大地，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对家乡
的回忆。”谈到家乡，以长篇小说《湖
光山色》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
南阳籍军旅作家周大新说：“中原文
化厚重深邃，对中原作家群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河南是个出大作
家、厚重作品的地方，这块土地上的
作家不怕吃苦，辛勤写作，持续关注
乡土生活，作品既散发着清新与芳
香，也蕴含着苦涩与沉重，具有引人
深思的力量。”

河南文学处于最好时期

近年来，我省作家出版的长篇
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书籍达 1000
余部，短篇文学作品不计其数。

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盛行的当下，很多作
家的心已很难静下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庚
香指出，文学负有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职
责，一部精品的社会影响，远胜几十部平庸之
作，如今国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达 3000部以
上，值得一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中原作家群
的突出特点是比较沉静，埋头搞创作，二月河创
作的“落霞系列”，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都具
有厚重的分量。

中原作家群是近年来文坛的“获奖专业
户”，仅“十一五”以来，就有《远去的驿站》获“五
个一工程奖”，《幻河》获鲁迅文学奖，《乾隆皇
帝》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城的灯》获中国
小说学会年度奖，《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
情》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河南几乎没有
什么长篇小说，如今每年都有 200 多部长篇小
说问世，可谓百花齐放。”省作协主席李佩甫表
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河南文学正处于历史
上最好的时期，中原作家群已走在全国文坛前
列，具有很高声望。”

著名作家二月河也自豪地说，中原作家群
在全国都属于强势群体！

“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着，使你唯一能够
做的，就是把所有经历转化为内心的甘霖，让它
从笔下汩汩流出。”省文学院青年作家乔叶这样
描述她现在的创作状态。

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文学艺术
日趋娱乐化、消费化，精神向度缺失，表达方式
亦有新变化。面对变革的时代，文学往何处
去？这是所有作家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

2010年11月23日，百余位河南作家和来自
全国的评论家齐聚郑州，问道黄河，论剑嵩岳，
举行“坚守与突破——2010 中原作家群论坛”，
探讨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作家该怎么办。

论坛上，李佩甫代表中原作家群发出了
《2010 中原作家群宣言》：中原作家群将以全球
视野关照、书写本土经验，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原
风格的优秀作品，让文学从本土走向全球。

面对文学新的生存环境与状态，对作品的
价值和精神向度有着坚定追求的中原作家群，
又重新出发，谋求新的突破！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春运脸谱是另一种印象中国
原本仅想到广州火车站感受春运气氛，但却被一张张

执著的面孔感动；原本仅想拍下这些脸孔记录生活，但意
外被推荐到博客首页，引来近十万的点击率——今年春运
开始不久，草根拍客“心绘彩虹”在广州火车站拍摄的一组

《家在心里100张回家脸》照片，让网友看得感动流泪。（1月
25日《新快报》）

一年一度的春运，为本土所独有。回家，是亲人在远方
的一声呼唤，也是游子内心最温暖的悲伤。春运，这是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周期性的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
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春运的概念，铁路、公路、民航和水
运方式出行组成的数字，如春运期间的天气一样，是冰冷的，
缺少人性的温度，但春运的浩荡人流所构成的任何场景却都
是热烈的甚至是悲壮的。这是众声喧哗的生命场，是一路的
聚散离合，正如草根拍客拍下的一张张春运脸谱，每张脸上
都写满情感波澜，都写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回家的历程是艰辛的，令游子们百感交集。一张车票
是多么的难求，“被高铁”的消费选择处境又给囊中羞涩的
人们添了多少堵。《家在心里100张回家脸》中，100张脸，是
100个期盼和被期盼。“他们是急切回家的人，多远的路，多
重的行李，多冷的寒风，多饿的肚子都不能把他们压倒，因
为他们有一颗颗归家似箭的心”。100张脸，这是另一种印
象中国。这是一些平凡人的脸，是父亲的脸、母亲的脸，亦
有做儿女的人的脸。100张脸，是生动的脸真实的脸，脸的
背面是城市、乡村，是厂矿、田野，是装着喜怒哀乐的家庭。

100张脸，有一千个或更多的回家的故事。那焦急地
联系走散亲人的人，有亲情的故事；那正拿着揉得变形的
面包的人，有等待的故事；那挑着扁担的老人，有作难的故
事；那拿着大包小包的孩子们，有寻找的故事。芸芸众生，
各有所归。100张脸，带着亲朋好友真心的祝福回家，带着
给亲人的礼物回家，带着一路平安回家，带着万分欣喜回
家。镜头记录的是茫茫人海中的匆忙瞬间，定格的是社会
转型期本土人们的片断生活。虽是一些瞬间和片断，那里
面却有文字也难描述的民生真相。它们是无声的，但即便
是在未来，也会一直回荡一个时代的喧响。

春运脸谱、春运故事，是一部厚书。很多事情，似能说
清，却又难以说清。像有的专家说的，隐藏在春运高潮背
后的是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是本土人的乡土观念、城乡
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年
年春运，年年有社会瞩目的热点与焦点。春运之痛作为民生
之痛，何日能够缓解，今年已无解，已看不到，就是对下一年
也不敢做乐观的估计。因为上面所说的诸多难题如果得不
到有效解决，加上公权力的服务意识照样低下，人们所能看
到可能依然是个像今年这样痛苦的春运。 今 语

年味的现代元素折射时代进步
每到春节来临，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洼

堤孤山村的迟淑枝早早地就把年货办好，盼着两个
在外地工作的儿女能回家团聚。可是，儿女们工作
忙今年都不能回家过年了，虽有遗憾，但迟淑枝老
两口的心情却不沮丧。因为，每天晚上老两口都
打开电脑，通过“QQ”和女儿聊天。迟淑枝说，已
和儿女约好，年三十打开电脑在“QQ”视频上团
聚。谈到农民过年赶上现代化时，孤山村村委会
主任王国臣说：“我们村有 100 多户农民购买了电
脑，这些人不仅是致富能手，好多人还能上网开辟
榛子、沙果、蘑菇等当地土特产的销售渠道，成为
农民经纪人……”（据1月27日《北方新报》）

以往，逢年过节，提着酒肉相互拜年，是农村常
见的景象。如今，不仅亲朋好友间相互赠送的礼物发
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大家的拜年方式也融入了诸多
现代元素，从而也给传统的年味增添了诸多现代元
素。打一个电话致一个问候，发一条温馨的短信道一
声平安，就连“QQ”拜年也出现了。俗话说得好：每
逢佳节倍思亲，而春节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隆重
的一个节日，当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相信普天下的
父母亲都如同迟淑枝老两口一样，希望着在节日里能
够与子女们欢聚一堂，大家共享天伦之乐。

或因为工作忙碌，或因为路途遥远等，春节期
间，不少子女并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与老人们团
聚，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新形势下，这并不
妨碍大家通过其他方式享受“团聚”的幸福。就拿
迟淑枝老两口来说，不仅平时能够经常与子女通过
网络进行视频聊天，而且还与子女相约在大年三十
视频团聚，这同样能够让一家人其乐融融。通过网
上团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年味中的现代元
素，不仅如此，如今在广大农村，很多人相互间赠送
的礼物也都是各类科技书籍和光碟等，透过年味的
现代素质，充分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进步。

告别过去的一年，我们站在新的起点，相信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用心盘点过去，认真地谋划未来，当然，
我们更应当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时代而
感到欣慰。曾几何时，我们期盼着过年时能够穿上一
套新衣服，我们渴望着过年时能够吃上大鱼大肉，而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时代，我们衣食无忧，特
别是国家推出的诸多利好政策，让我们愈加感受到时
代的美好。当然，我们更应当珍惜这美好的时代，用
我们的不懈努力，体现自身的价值，为时代的发展进
步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陈国琴

互联网热词聚合了历史和民生表述“ 互 联 网
热 词 传 播 背
后，体现了公
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勃兴，互联网热词已
兼具传递复杂民情观点、记载历史的意
义”。２５日，互动百科网站公布１月互
联网十大热词榜单，并发布２０１０年中
国互联网热词报告，用热词来映照最受关
注的热点事件。（1月26日新华网）

1 月互联网十大热词是：胡奥会、
歼-20、行政强拆、茉莉花革命、控烟、让
爱回家、压力山大、动物群死、扫地老太
太、兔手势。

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的伴生物是
人对自身所处位置及社会命运的认识
与理解。每个人的大脑都长在自己头
上，多数还能保持敏捷状态，能对世界
事物做出理性的考量。热词七是压力
山大。猛一听这是个外国人的名字。
但压力山大并不是亚历山大，只是它的
谐音，是用一种诙谐的方法表达压力像
山一样大的感受。现实语境中的压力
山大是怎样的一种心悸一种苦楚？应
当说它表达的是本土人在生活中的普

遍感受。年轻的房奴为沉重的房贷所
困扰，中年人为上有老下有小在经历苦
痛挣扎。这价也涨，那价也涨，就是收
入不见涨，让提兜出门的家庭主妇们苦
不堪言。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就构成
了现实中的压力山大。可以这么说，有
的热词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一切热词
都不是虚构，绝不会高于生活。

热词六是让爱回家。让爱回家，它
的提出是在春运这个大背景下，由一部
微博上热传的视频所带来的一个触动所
有游子心间的词语。家是思念也是牵
挂，家是所有游子心灵的港湾。没有爱，
人便没有活下去的理由。让爱回家，既
是亲人之间情感的传递，彼此的呼唤，也
是一种行为。为了让爱回家，可以抛下
琐事、庸常事，为了让爱回家，可以做出个
人牺牲。赶路，可以不怕夜深风寒，可以
不畏霜雪。家就是前面的灯光，就是亲
情与祥和，就是亲人们的团聚和欢笑。

行政强拆、动物群死，这样的热词

里面，深藏天
上和人间诸多
秘密，包含诸

多生命与死亡的深意。有野蛮的强拆
就会有抗争，维护个人权益，以弱对强，
无疑是以卵击石。作为一项良知选择，
人们站在“卵”的一边，也就是站在了弱
者的一边，站在了公平公正的一边。众
多动物集中死去，找寻原因时，人们可
以对末日说、外星人说等神秘论解释嗤
之以鼻，但是，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它是
环境恶化的结果。与自然和谐共生，不
应仅是理念，它是价值本身，是人们应
选择的生存方式。

十个热词中，多数热词给人们带来
的是心情的沉重。幸好，热词十兔手势
在最后给人们带来喜庆、吉祥。人们可
以试着将两手交叉紧握，露出大拇指，看
看它是不是形似一只兔子。如果再画个
笑脸，写个祝福语，那就再好不过了。这
个“最给力拜年手势”之所以火爆网络，
是因为它表达的是所有人的心愿。在大
吉大利的兔年，一个祝福不算少，但一万
个兔手势的祝福也不算多。 伊文

搪塞了事
广东省人大会

议24日举行教育、
文化方面的新闻
发布会。大批媒
体当然不会错过
机会，看看教育厅
如何回应关于幼
儿 园 免 费 的 问
题。但面对记者
的提问，教育厅某
官员给出的答案
却令人头晕。一个
发布会，四次让记
者去看报，记者们
纳闷了，早知让我
们看报纸，那还开
新闻发布会干 什
么？ 焦海洋/图

中原作家群享誉文坛

河南作家率先“上网冲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