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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这些人，有的是环卫工，有的从事养殖业……除此之外，他们都有一个
特殊的身份：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他们的梦想是：大地为纸，写到天边——

缝纫工、清洁工、养鸡人……都有一个文学梦
本报记者 张 丹

12月 27日上午，正在养鸡
场里拾鸡蛋的梁庆华突然有了
灵感。

放下拾鸡蛋的盒子，梁庆
华转头走进养鸡场旁的屋子
里。

拿出纸和笔，她将刚才想到
的那几句话写了下来。

养鸡场是她
的创作源泉

47岁的梁庆华是肃宁县师
素镇西南庄村人。

20 多年前，梁庆华在村边
建了一个养鸡场。从那时候起，
她就过上了抬头低头“全是鸡”
的日子。

初中毕业的梁庆华性格内
向，心思也重。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爱在纸上写写画画。

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
这样一个农妇，能成为沧州市
作家协会的会员。

梁庆华写第一篇完整的文
章，是在2018年的时候。

那一年，梁庆华的母亲去
世了。料理完老人的丧事后，
梁 庆 华 陪 父 亲 住 了 一 些 日
子。

这段日子里，她睹物思人，
心里的难受劲儿说不出来。

在手机的朋友圈里，她看到
朋友怀念亲人的文章，梁庆华也
拿起了纸和笔。

“我也想通过写的方式，把
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让自己
的情绪有一个宣泄口。”梁庆
华说，她第一次投稿，原以为
会 石 沉 大 海 ，让 她 没 想 到 的
是，没过几天，编辑居然给了
她回复，还给她的文章进行了
指导。

从那之后，梁庆华写文章的
热情更高了。

看着每天捡拾的鸡蛋，梁庆
华写下了几句话，“鸡蛋，从外面
打破是食物，但经过二十几天孕
育，就有可能变成生命。那弱小
的生命敲打着蛋壳，迫不及待地
想走出襁褓，要看看这缤纷的世
界……”

梁庆华几乎每天都“长”在
养鸡场，所以养鸡场是她的创作
源泉。

有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梁
庆华突然想到了养鸡场里的一
些事儿，她会“噌”地一下坐起
来，拿出纸、笔将想到的东西写
出来。

“如果当时不写下来，过后
再写就达不到当时的水平了。”
梁庆华说，因为她的文化程度不
高，所以在写作中，她经常会遇
到写作瓶颈。

一到这时候，她就会翻阅她
为数不多的“藏书”或者从网上
看看别人的文章。

说起加入沧州市作家协会
的事，梁庆华到现在还很激动。

“当那一本小小的证书被颁到
我手中时，我激动得都哭了。”
梁庆华说，因为她觉得，她一个
养鸡的农村妇女，终于也被认
可了。

母女俩的文学梦

52 岁的李艳娟，对于加入
沧州市作家协会的事，到现在还
觉得好像是一场梦。

但一本小小的证书又告诉
她，这是真的，不是梦。

李艳娟家住肃宁县肃宁镇
东泽城村。李艳娟有两个儿子，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她在家附
近的一家工厂做缝纫工。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李艳
娟从小语文成绩比较好。可即便
这样，她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再拿起笔来写文章。

2018 年的时候，李艳娟崴
伤了脚，被迫卧床休息。

卧床的日子，李艳娟刷手机
刷得有些无聊，无意间发现了一
个征稿信息。

也是在那段无聊的日子，李
艳娟竟然拿起纸和笔，将自己想
到的一些事情写了下来，给编辑
寄了过去。

虽然她写的文章没能登报，
但编辑给了她指导和建议。

从那之后，李艳娟写东西的
兴趣越来越大。除了从网上看别
人写的东西，李艳娟还在家里翻
出她的孩子上学时用的语文课
本、注音版的《水浒传》以及两本

《中学生优秀作文》。
脚伤养好了，李艳娟回到工

厂继续打工挣钱。白天，她要工
作，没有时间看书。晚上收拾完
家务，躺在床上，一天看个两三
页，她也觉得很享受。

她试着用文字记录下自己
的日常，写了《我是快乐的缝纫
工》。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这篇
文章发表了，还得到了编辑的好
评。

因为写文章，李艳娟得过两
次稿费，虽然不多，但她把发到
微信上的稿费，换成现金给母亲
送了过去。

李艳娟说，正是这次送稿
费，让她发现了母亲埋藏了 27
年的秘密。

原来李艳娟的母亲也有一
个写文章的梦想。“母亲有一个
保存了 27年的记事本，里面记
的是她对她的母亲的一点点印
象，因为觉得她的母亲一辈子

太不容易了，27 年前她就有一
个‘妄想’，等村里的老师退休
了，有了时间教教她，把这个

‘破本’整理整理，写成一篇文
章。”李艳娟说，母亲没想到自
己的女儿就能写文章。

“这回我可找着老师了。”李
艳娟 70多岁的老母亲于淑琴笑
着说。从那之后，她就跟着李艳
娟学起了写文章。

于淑琴小学都没毕业，为了
多认些字，她买来了新华字典、
稿纸和笔。碰到拿不定主意的句
子，她就问李艳娟，李艳娟也拿
不定主意时，母女俩就一块儿翻
书学习。

后来，于淑琴那篇记录自己
家生活的文章——《我家最困难
的时候》也在报纸上发表了。

如今，于淑琴学习、写作的劲
头比李艳娟还要大。李艳娟每天
要上班，于淑琴空闲时间多，现在
她比李艳娟写文章的效率都高。

“写作成了我们母女俩最惬意、最
享受的事情。”李艳娟说。

大地为纸，写到天边

“凛冽的寒风无情地刮，吹
打着裸露的躯体，摇摆着浑身的
枝杈……当南来的紫燕回归时，
依然是满面春风，一树韶华。”

12月 29日，71岁的王俊喜
骑三轮车出门拿了趟快递，看着
冷风刮着门口的树，她在手机上
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王俊喜已经有几个月不写
文章了，因为她的眼睛出现了问

题，不能长时间盯着手机；她的
老伴儿瘫痪在床，需要她全天伺
候；她的小孙子还需要她接送。

几个月前，王俊喜还是一位
清洁工。

说起写作带给自己的感触，
王俊喜眼圈发红。

当清洁工时，王俊喜用着一
部磨损严重的智能手机。她发给
自己的微信消息，密密麻麻的文
字旁边都是发送失败的叹号。

“我的资费套餐比较低，一出家
门就没网了，这办法又省钱又管
事。”王俊喜说。王俊喜就用这种
方式，在清扫马路的间隙，把一
个一个字敲到手机里，晚上回到
家，整理成完整的文章，再投稿。

王俊喜只上完了小学四年
级。她曾经负责的工作区域是肃
宁县城中心，这里人来人往，一
天工作早中晚三个时段，晚上常
常要等到 21时以后，广场上的
车都开走，把车位空出来才能清
理。王俊喜说：“清扫一遍，咋着
也得两个钟头。”

王俊喜干累了，或者看见什
么人和事来了“灵感”，她就倚着
扫帚在手机里敲上两句。

“其实我就写写我的生活，
谁的生活不值得写写呢？”她写
诗，写短故事，描述过日落，也感
慨过朝阳。

王俊喜说，写作让她内心强
大，也让她的生活有了光亮。

有一次，王俊喜应邀参加一
场读书会，主持人介绍她的文章
时，她哭了。等她好不容易平复
了心情，主持人问她为什么流
泪，她又哭了。

她说：“我哭是因为觉得自
己得到了认可，扫大街的人也能
看书、写文章！”

前几个月，因为眼病王俊喜
被限制用手机。这对习惯用手机
写东西的她来说，是很难受的。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王俊喜
的眼病有了些好转，王俊喜老伴
儿的身体也有了一些好转。

当重新能用手机写文章的
那一刻，王俊喜感觉浑身的病都
好了，因为她又找到了自己的精
神寄托。她的梦想是：大地为纸，
写到天边。

“文学没有界”

2024 年 7 月份，包括梁庆
华、李艳娟、王俊喜在内的 13位
肃宁籍“草根”文学爱好者，经推
荐，加入了沧州市作家协会。

推荐他们的这个人，就是梁
庆华他们口中的编辑——刘艳
菊。

刘艳菊是《肃宁周报》副刊
版的编辑。2018年，刘艳菊想着
征集到更多鲜活的稿子，就向社
会发布了征稿启事。

梁庆华、李艳娟、王俊喜等
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动了拿起笔
来写点儿东西的心思。

通过征稿，刘艳菊发现很多
稿子写得很有趣，内容活灵活
现，但由于报纸版面有限，很多
文章不能在报纸上发表。

“很多作者，如果第一次投
稿得不到编辑的鼓励，他们下次
就不写了。”刘艳菊说，所以她就
开了一个公众号，把没发在报纸
上的文章发表在公众号里。

每一位作者发来文章，刘艳
菊都会给予回复，因为她怕作者
会有“编辑没有回复我，是不是
我写得不行”的心理。

为此，虽然增加了很多工作
量，但刘艳菊收获了更多喜欢上
写作的“粉丝”。

在这些作品中，刘艳菊发现
很多普通人也有抒发心情感悟
的渴望。“谈文学、谈写作技巧对
于他们来说还有些距离，但是看
他们的文字，特别有真情实感。
他们不是接地气，根本就是在泥
土里生长的。”刘艳菊说，高雅的
文学作品是作品，“草根”写的作
品也是作品。

对于这些作品，刘艳菊有一
个原则，就是只删不改，保留文
章原汁原味。

“比如‘昂’‘傍黑儿’这些方
言，就能拉近很多人之间的距
离。”刘艳菊说，有在外工作的肃
宁人还给她留言，说看到这些文
字很亲切。

“和专业的作家比起来，他
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想
告诉他们，文学没有界。”刘艳
菊说，当梁庆华在日复一日喂
鸡拾蛋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字带
给她的乐趣，当李艳娟在繁重
的生活中，能靠写东西得到一
丝丝心理的慰藉，当王俊喜在
最平凡的工作岗位通过文字感
觉到被认可的价值时，这一切
就有了意义。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养鸡场是梁庆华的创作源泉养鸡场是梁庆华的创作源泉

李艳娟和母亲一起读书李艳娟和母亲一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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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