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园：用通俗的再创作解读传统经典

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谷园
是从有趣的“抓周”说起。“我
抓周抓到一支钢笔，我从小喜爱
读书，写作文常被表扬，上中专
后做校报编辑并自学汉语言文学
专科、本科，读得更多，写得更
多，到现在算是以写作安身立
命。”提到“安身立命”四个
字，谷园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虽然他一路走来，看似自然而
然，说不上有什么困难与挑战，

但文学之路注定是一条寂寞之
路。谷园认为，唯有尽性知命，
抱定板凳再坐十年冷的决心，方
得始终。

从 2011年开始写《吃透曾国
藩》以来，谷园就把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写作上，“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至今他已出版了十
几本书，发行 20 多万册，其中
《简易经》英文版、《人生四书》
韩文版等著作已经名扬海外。谷

园还提出了“中国式励志”理
念，并落实在每本书里。

谈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哪
些独特的体会和感悟，谷园说，
现代文学应当增加一个新门类，
即中华传统经典的现代化解读，
它不是单纯翻译为白话文，也不
是学术考据，而是更为通俗的再
创作，以滋养大众读者。这可能
比外国文学翻译更重要。

他说，传统经典多为文史哲

的完美融合，其解读，一方面笔
墨当随时代，道贵从凡，要雅俗
共赏，力求接地气；另一方面要
不媚俗，略存古雅，探究精义，
敢于“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形
成自家风貌。

对于未来，谷园非常坚定。
他说，自己的书大部分是与文史
视频节目 《谷园讲通鉴》 同步
的，以后的日子就是要把这个节
目讲到底，把系列丛书写到底。

彭玲，当过大学教师，当过
编辑记者，一路为文学梦饥餐渴
饮。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蝉，“当
它钻暗黑之地，唯一的使命就是
歌唱。我就是那只蝉，文字就是
我的歌声。”

尤 其 是 20 多 年 的 记 者 生
涯，重塑了她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让她看到了酸甜苦辣的百味
人生，也在大千世界里，看到了
坚强不屈的灵魂。她说：“每一

个搏击的鹰都值得我敬仰，每一
株树的挣扎都令我动容。我以文
字向万物致敬，这也让我的文章
里，融入思想的昂扬和行云流水
的洒脱。”

生活的热情和冷硬，山海的
壮美和辽阔，给了她思想的积
淀，厚重而不压抑。沧州这片热
土，交织着武术与杂技的刚柔，
吹拂着海风与《诗经》的浩瀚，
也赋予了她深情而温婉的品性。

她说：“沧州这片厚土如此厚
待于我，把我链接在古今的时光
坐标里，我看到的每一条河，都
是从五千年淌来；我抚摸过的每
一个词，都带着国风的气息；我
看到的每一株庄稼，都生长着秦
汉的基因，万物有灵，我唯有嘶
声歌唱，才不枉那缕光的照耀。”

“在几十年的辗转里，我逃避
热闹，孤灯长坐，累积生命的厚
度。这阳光，这书籍，让我有了

一种错觉，哪怕寒风凛冽，我却
一直坐在春天里。 我把文字种在
奔赴的路上，每个白昼和黑夜以
心血浇灌，6本书，就是我献给
大地的芳华。”彭玲说。

彭玲接着说：“如果不能以文
字翱翔，就让我沉没在文字的海
洋里，潜泳。河流是生命的脉
动，也是文化的延展，在今后的
创作中，我也希望，河流的书
写，成为我下一部书的主题。”

彭玲：“我就是那只蝉，文字就是我的歌声”

说到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
路，王福利说：“10多年前某个
下午，一场大雪之后，一段我自
认为是文学的文字，竟然在《沧
州日报》上意想不到地发表了。
这是我在纸媒上发表的第一篇文
学作品，也成为我真正文学之路
的开始。”

王福利文学创作的转折，来
自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书《诗风画
境 —— 走 进 〈诗 经〉 里 的 风

景》。当时，他写了几年散文，
发现进入了瓶颈期，在思考如何
突破时，就到传统文学中去补充
营养，《诗经》 成为他的首选。
王福利制定了一个目标，将《诗
经》的所有原诗，都用散文形式
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解读“十五
国风”的 《诗风画境——走进
〈诗经〉 里的风景》。没想到的
是，这种写法得到了肯定，荣获
了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由此

王福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
向。

后来，王福利接连出版了
《〈诗经〉是一本故事书》《节气
之美·诗事》等著作，这些优秀传
统文化系列散文著作，让他的创
作风格，更偏重于历史类、学术
类散文；文学观念上更趋向于有
历史厚度、有思考深度、有古今
双重价值的探索性创作。

谈及写作目标，王福利说：

“我是在传统文化经典与现代思想
价值、现实生存思考之间，用散
文语言构筑起联结、转换的通
道。”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以说
是对文学创作者某一创作阶段的
一种认可。下一步，王福利还将
从解读传统经典的角度，在更深
更广的层面，对《诗经》等经典
进行现代诠释，并使其更好地发
挥引领当代社会价值观的作用。

王福利：用散文语言连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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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明清时代，沧州农业重新焕发生
机，商业贸易也日趋繁华，尤其长芦盐业
更是长盛不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的力量作用下，亦
出于对国家科举文化政策导向的认同，

“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起，举业方
兴未艾，持续绵长，本土府州县学包括书
院在内迅猛发展，众彩纷呈，有力地促进
了文教事业的发展。

单就沧州所在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
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嘉庆年间创
建的渤海书院等。在新的教化格局开拓
下，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构成城
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
家族子弟读书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
言，这也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标，
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任丘边
氏，南皮张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
氏等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称燕赵，化
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蔼蔼王
臣，蹇蹇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迹”，
王翱、纪晓岚、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其
中翘楚，煊赫当时，引领后世。

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
来看，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
中和书院，有元人王旭《中和书院记》为
证。

王旭，字景初，元朝东平人，《钦定
四库全书提要》收其著作《蘭轩集》十六
卷时有过生平状述：“其事迹不见于元
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多以

“教授四方”为生。大德元年秋，王旭接
受沧州高伯川高薪聘请，自泰山来长芦中
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5年之
久，他在 《蘭轩集》 之 《本斋记》 载：

“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
闻而作有所未可，遂辞而已。之后 5年，
余至长芦，始知地名为鲸川。”乾隆八年
《沧州志·古迹》“鲸川八景”条也这样记
载：“按今州治又名鲸川，金人筑金堤，
俾卫水安，流通潞河入惠通，委折千里，
犹神鲸皷浪一吸百川，故名。”游食长芦
期间，广交良朋，并不吝笔墨，或诗、或
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地理
风情，而所记又多不见录示于明清沧州地
方文献，传至今时，可谓弥足珍贵，如《登鲸川楼》《东
城春早》《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等诗文有着很高史料价
值。

王旭诸多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尤让人称道的是《中
和书院记》。

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
建构布局、师资运营等状况：

长芦高伯川，既以馀财助修文庙两庑而成之，又感燕
山窦禹钧之事，叹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
也。北方三百馀年已来继窦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
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有希贤之志焉。”於是买地，於
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闤阓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
习之所……西臯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
以厚币聘师儒於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
之费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

从文中可知，元代长芦富户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
有方的窦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
落成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极
为轩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
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力图风景美化，环境清
幽。在建筑硬件强化的同时，又着力提升师资水平，高薪
广聘硕儒儁彦任教，且对就学成绩优秀者供给廪饩，力求
做到名师出高徒。

总的来看，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
书院日益完善，逐步成为了学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
所。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
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
院的建造。由《中和书院记》可知最早者当首推中和书
院，高伯川实开沧州地域元代书院教育的先河，而绝非当
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年间王思诚创办的河间毛公书
院。

毋庸置疑，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是与
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
《沧县志》载：“沧县（注：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
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靡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
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拥有
了大量财富，但这一群体富足后并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仗
义疏财，造福乡梓。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一文
中就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壮
举：“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兴书院，香名
已播于四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
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
一沧州域内书院滥觞的壮举。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湮
代远而无觅踪迹，甚至名声亦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
身蕴藉着的重文兴
教、温良博爱、急公
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
代相继，生生不息。

日前，沧县风化店乡举行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图为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非遗剪纸文化。

苗 萌 董 洁 摄

2024年 6月 12日，中
国作家网发布的“中国作
家协会 2024 年新会员名
单”中，沧州共有王月
周、谷园、彭玲、王福
利、兰香 5人入会，数量
空前。

沧州，自古便是一片
诗意的土地。《诗经》从
这里再生，古代有刘长
卿、高适、李之仪、纪晓
岚等文学大家从这片土地
走出；当代则有王蒙、蒋
子龙、肖复兴、李浩等作
家从这片土地走出；如今
新的一辈沧州作家已经成
长起来，沧州文学的参天
大树上长出新的枝丫，更
加郁郁葱葱。

兰香，从小就是一个热爱阅
读的孩子。那时候，家里经济条
件不好，没钱买课外书，她就深
爱上了第一本小学语文课本。从
这本普通的教科书里，她仿佛看
到了多彩的大千世界。从课本
中，她结识了李白、杜甫、苏
轼、辛弃疾，痴迷上唐诗宋词。
阅读、背诵、抄写，大量的古诗
词经典，为兰香的文学创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中学时期，兰香的舅舅开
了一家小书店。她从舅舅的书
店里借阅了大量的外国名著阅
读。读到 《傲慢与偏见》 后，
惊叹于简·奥斯汀 21岁就创作出

这样的绝世佳作，她便萌生了
当一名作家的梦想。

后来，兰香成了一名语文老
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20
多个年头。小学的阅读经历，让她
深知优秀儿童读物对孩子成长的深
远影响。从推荐阅读到尝试创作，
陪伴孩子心灵成长是她创作的最大
动力。201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
亲子童话。小读者们对这本童话的
喜爱和对新作品的期待，给予了兰
香持续的创作热情。

兰香经常说，写书就是写生
活，真情实感的作品势必会受到
读者喜爱。兰香的作品以“书写
童年趣事，记录教育关怀”为主

旨，引导孩子们以欢喜之心面对
生活，以从容之姿迎接未来。其
中“我的成语会说话”系列、

“小乐上学记”系列、“我上小学
一年级”系列，分别上榜当当童
书新书榜第一名、第二名、第六
名，她在当当第八届、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影响力作家评选活动
中，连续 3年荣获“人气童书作
家”称号。

兰香说：“我是儿童文学的
写作者，更是一名人民教师。生
活在孩子们中间，记录他们成长
的喜怒哀乐，将难懂的大道理变
成有趣的小故事，写出来让每个
小读者都能在阅读中汲取成长的

力量，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这 4位沧州作家成功加入中

国作协，个人努力是关键，沧州
大的文学生态也起到了“光的作
用”。

正如市作协主席苗笑阳所
说：“从 2019年 5月作协换届以
来，我们努力抓队伍建设。5年
来，400多人加入市作协、61人
加入省作协，10 人加入中国作
协，目前沧州共有中国作协会员
39 名。作协注重写作者的梯队
建设，把有苗头的年轻作者推荐
上去，比如推荐赵卯卯、李浩然
成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注重
新会员的培养，5年来，共邀请

了蒋子龙、林莽、顾建平、李浩
等 15 位名作家、名诗人、名编
辑来沧授课。为让有能力的写作
者冲击大报大刊，每年都集印一
本沧州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作品集 《年度沧州文学作品精
选》，里面不乏《人民文学》《小
说选刊》《诗刊》《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大报名刊上的作
品。目前，市作协正在建设‘沧
州市少儿文学创作基地’，已在
运河区迎宾路小学、解放路小
学、光明小学，孟村回族自治县
实验小学建立了 4个基地，把文
学的种子，播撒在少年儿童的心
灵。”

兰香：将难懂的大道理变成有趣的小故事

兰兰 香香（（右一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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