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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字充满力量

文学创作离不开深入生活的采风活动，作家们依靠
想象，闭门造车，是难以创作出有感染力的作品的。沧州
市作协经常组织文学采风活动，每到一处，作家们便可近
距离领略沧州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故事，寻找创作灵感。

今年7月底，市作协《无名文学》编辑部组织我市15
名作家行走大运河沧州段。从最南端的吴桥到最北端的
青县，他们创作了15篇关于大运河的散文作品。史丽娜
说：“通过这次行走，我们更加感受到大运河文化带给我
们的震撼，今后也要更加注重对大运河文化的珍视、挖掘
和传承。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也让我们了解到文化链
接、融合、传播及互补的途径和重要性。”

2019年11月，沧州市作协与沧州晚报、沧州文研会
在组织了“沿着运河看古今”活动。50多位沧州作家沿运
河两岸，看民俗、览古迹、记新貌，创作了一百多篇文章，
讲述了精彩的运河故事，传承了运河文脉。作品在《沧州
晚报》开办“沿着运河看古今”专版刊发，挖掘了大量沧州
段大运河的文化遗产。

据了解，沧州市作协在这一年中，还为吴思妤、史丽
娜、宋灵慧、王福利、李莹等多位作家组织新书研讨会。更
清晰地分析了沧州作品的特色，阐明了未来文学创作发展
的方向和定位，并为如何寻找出口，完成突破找到方法。为
文学沧军由“高原”走向“高峰”，增强了推动力。

2019 年 5 月，

沧州市作家协会换届。

一年多来，沧州市作协

为全市广大文学爱好者搭建

平台，打造出一支面貌全新、

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的沧州文学

创作队伍。他们用文字传承文

明，他们用文字传递心声，他

们用文字滋养心灵……他们

让文字充满了力量，为

文武沧州镀上一层暖暖

的底色。

讲述“逆行者”的故事

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后，沧州市作
协迅速反应，组织优秀作家通过电
话、微信、现场采访等方式，走近一线
医护人员，并与家属互动。

沧州市作协史丽娜、张艳、王汉
中等作家，分别深入沧州市中心医
院、沧县医院、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对援鄂及工作在我市抗疫一线的
医务人员进行采访。他们完成了数篇
鼓舞人心、感人肺腑的优秀作品，作
品在《无名文学》、“沧州作家”等刊物
及公众号上发表刊登，在沧州文学界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疫情期间，沧州市作协发起抗
疫作品征文活 动 ，3 个 月 内 收 到
3000 余篇作品，“沧州作家”公众号
推出百余篇优秀文章。《河北日报》
《河北作家》《沧州日报》，以及省文
联、省作协、市文联公众号选发作
品 50 余篇。其中一篇沧县医院援
鄂医护人员与女儿的一封信在公
众号发表后，感动了无数读者。

沧州市作协会员王汉中早就想
为抗疫做点事情，蜗居在家的那段时
间，他写了不少诗歌，《梦回武汉》《我
幸运，生在中国》《我的钢笔，咳出血
来》《呐喊》……这些诗歌歌颂了全民
抗疫中的感人事迹。

虽然创作了很多篇作品，可是王
汉中总觉得是隔靴搔痒，没有写出有
血有肉的抗疫英雄形象。当收到沧州
市作协招募作家义务采写沧州援鄂
抗疫英雄的通知时，他便立即报了
名。

王汉中负责采访沧县医院的护
士年秀梅、高文娟。在她们朋友圈里
的文章中，王汉中捕捉到了很多有趣
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年秀梅在朋友们
圈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待在家里，与
家人团聚着，还怨这恨那，可那是我
们做梦都想回而又回不去的地方。”
在武汉那段时间里，高文娟在朋友圈
转发了很多音乐歌曲，她说，那首《蓝
莲花》让她听得泪流不止。每次看到
这样的文字，王汉中都会感动得泪流
满面。

王汉中说，《战士》这篇报告文学
他是含泪完成的。王汉中动情地说:

“她们不仅是白衣天使，更是战士。在
这次写作中，我第一次感到，面对她
们的伟大，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
的。”

《无名文学》副主编史丽娜是这
次“抗疫专辑”的组稿编辑，透过作者
们的真情写作，她仿佛看到了被采访
者泪水打湿的记录本，听到了这些英
雄无能为力时的啜泣。11名作者对
援鄂医生护士的采访稿件，史丽娜是
流着泪一口气看完的。

史丽娜动情地说：“在这次采访
活动中，采访者被医生感动，医生被
病人感动的画面比比皆是。”

近几年，80后、90后年轻作家越来越受关注，正在成为
沧州文学创作队伍的新生力量。为鼓励和扶持年轻作家，市
作协为年轻作家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各种形式的学习交
流机会，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朝气。

今年9月20日，市作协为6位年轻诗人柳三春、阿步、
天天、祝鹏、李升志和蒲保杰，召开了诗歌研讨会。

市作协特别邀请了优秀的评论家对年轻人的诗歌创作
做了细致的剖析。大家畅所欲言，对诗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
究和讨论，前辈诗人更是分享了自己创作中的经验和技巧。
通过这次研讨会，青年诗人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6位诗人虽然年轻，但对生活、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
考和理解，他们将情感倾注笔端，用诗歌发声。

祝鹏不但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网站签约作家，著有
10余部长篇网络小说。这些年来，他的主要创作方向为网
络小说和诗歌两个方面。

沧州市作协两次推荐他参加河北省网络文学培训班，
祝鹏说：“和其他作家的交流学习，让我受益匪浅，给我今后
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

最近，阿步的第一本诗集《夜里的马达》就要出版了，他
说：“在我的写作之路上，沧州的前辈作家祝相宽、苗笑阳、
吕游等老师都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和鼓励。沧州市作协
还把我的作品推荐到《沧州晚报》《无名文学》等报纸刊物发
表，让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

发现和培养更多的青年作家，让我市文学创作队伍后
继有人，一直是市新一届作协所倡导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市
作协的推动下，我市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他们逐渐
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

《无名文学》是

文学爱好者的家园
翻开《无名文学》，其中不乏直白真挚的文字，这些文

字来自沧州文学爱好者们，这里是他们抒发情怀的平台。
张艳说，她刚刚开始写作时，觉得如果能在《无名文

学》发表一篇豆腐块诗歌，都算是向着文学的梦想更近了
一步。她第一篇作品在《无名文学》发表后，更是激动、兴
奋得夜不能寐，看着样刊竟不觉泪目。

和张艳一样，很多沧州作家都把《无名文学》当作自
己的文学家园。他们创作的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学作品，
既展示了文字的魅力，也传递着这座城市的温情。

《无名文学》是市作协与市文联合办的刊物，每季度
出版一期。市作协换届后，《无名文学》从封面设计到内文
排版、字号、纸张等方面全面改版升级。改版后的《无名文
学》在文章质量上把关更加细致，除刊登本地作者精品力
作外，还开辟了“重磅约稿”栏目，刊登乔叶、李浩、葛水平
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并向从沧州走出去的作家，如北京的
李西岳、天津的石佛等作家约稿。通过与一线作家交流，沧
州作家找到了差距和自我提升的关键点。

《无名文学》改版后，也更侧重发表本土作品，培育本
土作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在这里逐渐成长起来。这
些迅速崛起的年轻力量是沧州文学发展的新生力量，代
表了沧州文学的薪火相传的精神。《无名文学》开辟了“新
生代”栏目，专门刊发我市85后作家作品，为他们提供更
多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机会。

如今，《无名文学》已经成为沧州作者和知名作家交
流、沟通、展示自我的平台，成为新老作家传帮带的纽带，
成为提升一座城市、一方土地文化内涵的驱动力。

《无名文学》还与沧州下属各县市刊物组成沧州文学
期刊联盟，合作办刊，一方面丰富了《无名文学》的作品主
题，另一方面推动了各县市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同时，进
一步提高了沧州文学界的凝聚力。

行走运河，传承文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艳马艳

年轻作家正在成长

《《无名文学无名文学》》作家交流会作家交流会

行走运河采风活动行走运河采风活动

黄骅采风活动黄骅采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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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
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师范类，环境

类，专业齐全。专科、本科高通过率。
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