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河流淌千年，滋养
着沿岸的万千儿女，生活、生
命、生态，都深藏在大运河子
民的表情、城市的精神、传承
的美食与技艺中。作为中华民
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
一，她也孕育衍生了无数文学
的华章，以大运河为题材的书
写表达，记录了这条大河的历
史与沧桑，寄托着人们对她的
深情与深思。

这条古老而伟大的河流，
需要我们去凝望、回望，去探
寻、发现她的前世今生。在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运河两岸不断蝶变醒来的
时代背景下，要用心去关注关
心她的每一处变化，去追寻她
的人文风情，触摸她的魂魄精
神，从而向“新”而行，用文
学呈现献给这个时代一条文化
之河、经济之河、生态之河。

沧州日报常务副总编辑 张徽贞

用心关注用心关注 向向““新新””而行而行
书写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新环境新运河新环境新运河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刘 琼

高质高效推进大运河的保护和利用
的同时，号召有识有才之士拿起手中的
笔，聚焦大运河的历史与现实，书写新
时代、新环境、新运河，形成新大运河
创作生动、独特、卓尔不凡的文学面
貌。

总有一轮总有一轮明月在明月在
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徐 迅

无论“二十四桥明月夜”，还是“一
船明月过沧州”，大运河总有一轮明月
在。明月是大运河的灵魂，也是“新大
运河散文”的一种精神。它从“运河人
家”版面起航，明亮、饱满，光辉照人。

彰显文化意义彰显文化意义
和文学和文学深度广度深度广度

著名散文家 杨献平

大运河沟通江河文明，纵贯中国南
北。为散文书写提供了人文坐标和精神
谱系，也形成了纷繁多样的人间烟火与
生活现场。“新大运河散文”这个概念
呼应时代，将散文视野聚焦于大运河这
一人类伟大工程，其文化意义和文学的
深广度不言而喻。

希望希望““新大运河新大运河文学文学””

走向纵深走向纵深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刘建东

沧州地理环境十分独特，除了海兴
的一座因几十万年前火山喷发堆积起来
的小山外，其余都是四季分明的大平
原，看似一马平川，但古今河流、湖
泊、海洋的变迁纹理，构筑了独特的地
域文化。从地图上看，沧州犹如一只展
翅的大鸟，与古黄河融合后的大运河是
大鸟的脊椎骨，从北到南，贯穿沧州全
境。跨越大运河的南排河、北排河、子
牙新河，以及捷地减河、兴济减河和马
厂减河等，构成大鸟双翼的筋骨血脉。

河流变迁的地理格局，让沧州一直
在融合、发展、再融合的路上。几千年
来，这片充盈着丰厚文化的土地上，再
生了 《诗经》，产生了杂技、武术。大
运河被写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同时，也为
沧州带来新的活力，为沧州“新大运河
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最后，愿沧州“新大运河文学”以
此次研讨会为原点，向纵深发展，形成
规模，出现精品，成为我省文学创作的
一大亮点。

这是坚这是坚实而美妙的起点实而美妙的起点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李 浩

近年来，“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
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东北文艺振
兴”“新南方写作”“新北京写作”，无
论是在作品的质量上还是在研究领域
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已经形成良
性的、有效的互动。我们希望“新大运
河文学”也加入到这一文学地理的创作
和研究中，进而形成态势，形成规模，
产生精品。

有批评家说，对于作家而言，所谓
的个性本质上即是地域性，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每个作家的成长、写作习惯的
养成，以及文字品格，都或多或少地带
有地方性的特点，这一点绝不应忽视。

我们希望，在“新大运河文学”的
旗帜和地理性归纳之下，沧州乃至整个
运河流域的作家们都从这条新的大运河
血脉中领受到精神惠泽，为我们的地方
性和个人的写作打上清晰而独特的印
记。

“新”，在这里也是一个关键词。我
也希望，沧州的“新大运河文学”能够
充分地展现新时代、新生活、新命运和
新地理中新的一面，能够充分展现自由
的、坚定的求新意志，能够在立足本土
本地文化的滋养的同时为它注入新的品
质。

希望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坚实而美妙
的起点，在之后的时间里，沧州的“新
大运河文学”能够获得大的发展，能够
成为文学地理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笔。

知名作家书面发言

运河对于彼时的中国
不仅仅是一条连接南北的
地理意义上的交通主动
脉，还是整个社会在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世道
人心等方方面面巨大变迁
中的一种映射，是观照和
讲述上述这些东西的一个
独特的切入视角。当我们
谈 论 “ 新 大 运 河 文 学 ”
时，到底要谈论什么？固

然要有回望，对那段文明
岁月的历史钩沉，但更有
价值、有意思的是，在新
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语境
里，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
讲述与描摹中，要有真正
的“新”。所谓“新”，除
了增量新鲜的经验与故
事，更多是指新的目光、
新的审美与认知意义上的
发现以及新的美学。

河北省作协河北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 金赫楠

““新大运河文学新大运河文学””到底要谈论什么到底要谈论什么

在本报和沧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沧州市首届“新大运河文学”发展研讨会上，与会人士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围绕“新大运河文学”的定义、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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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质多为生活
之回忆。京杭大运河两岸
醇厚的人文积淀、原汁原
味的生态“野运河”，为大
运河文学写作提供了丰富
的原始素材，也为 《沧州
日报》 倡导“新大运河文
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新大运河散文”应该
是真实的回忆。惟有从沧
州境内大运河 230 道弯和

“弯里人家”打捞岀来的故
事，才最真实。

“新大运河文学”凸显
的价值与中国大运河申遗
的价值观完全契合：“一是
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起
到彰显民族身份和促进文
化认同的作用；二是作为
潜在的休闲通道价值，是
国民身心再生和教育的战
略性资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杨 博

赋予地域文学创作新元素赋予地域文学创作新元素

诗人闻一多这样表达
过民族与世界、地方与时
代的理想关系：“真要建设
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
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
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
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
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
异，却又互相调和。”

与“区域文学”“地方
文学”相对静止的历史描
述不同，“地方路径”文学
研究的重心之一是“路

径”，也就是追踪和挖掘沧
州“新大运河文学”拓展
之路的经验，探索沧州作
家全面介入推进“新大运
河文学”进程的方式。

沧州境内的运河既是
文化的河流，又是故事的
河流；既是贯通的桥梁，
又是往来的舟楫，有着足
够海量的创作素材和题
材、足够宏阔的文学深度
和空间，供我们自由地行
走和探索。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彦广

以以““地方路径地方路径””推进文学创作推进文学创作

“新大运河文学”是一
个宏大的概念，有着丰富的
内涵和文学外延。我们探寻
在河水汤汤的时空里，这里
曾经发生了什么，也关注在
纷繁喧哗的当下，这里正在
发生什么。这些往事和故
事，就是运河的精魂。作为
一个写作者，我坚持于细微
处写宏大，在世态人情的烟
火中，不断寻找、发现、共
情，从而从文学的角度，实

现属于自我的个性表达。
历史上的运河、烟火

生活里的运河、精神文化
中的运河，具象为一个个
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
物、丰富的过往，呈现出
千姿百态的模样，写不尽
世情人心，道不完荣枯兴
衰。写大运河不是作家的
专利，每一个被运河水滋
养过的人，都可以拿起笔,
写出属于自己的运河故事。

沧州市作协副主席 吴相艳

于细微处写宏大于细微处写宏大

一条流淌了千年的大
运河，深深影响着沧州地
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
条运河的兴衰史，也是沧
州的兴衰史。在光阴荏苒
中决定了沧州人的观念与
思维，影响着沧州地域文
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要从大运河承载的沧
州人记忆中寻找、挖掘文

化宝藏，这是运河两岸文
学爱好者得天独厚的资源。

写运河，不能只写樯帆
林立、百舸争流、物阜民
丰、市井繁华，更要写纤夫
在激流险滩中的奋力搏击与
呻吟，写生活在底层民众的
艰辛与无奈，更要写运河两
岸民众在崇文尚武精神的激
励下创造美好未来。

大运河散文写作者 韩书运

从记忆中挖掘文化宝藏从记忆中挖掘文化宝藏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
生活对于运河的依存度，是
存在着代际退隐现象的。就
像上一代人几乎都在运河里
练得一身好水性，但是到了
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没有
一个会游泳的。

虽然大运河对我们每

一代人的成长和创作影响
不一样，但她对我们精神
上的哺育是永远的，也是
文学创作永远不会枯竭的
精神源泉。如何书写新时
代运河文学的“大”与

“新”，是值得我们每一位
写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沧州市作协女作家委员会秘书长 白文霞

书写新时代的书写新时代的““大大””与与““新新””

古老的大运河，滋养了
富饶的经济带，也浸润了沧
州的文学，古往今来，文人
荟萃。

多年来，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协多次组织采风活
动，作家们创作了诸多优秀
作品。

大运河与沧州东部的发
展息息相关。60 多年前，
大运河的水流向了南大港，
形成了北方的鱼米之乡，许

多人对这条河充满感情。南
大港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也是大运河
文化区域的拓展。“新大运
河文学”的提出，开创了大
运河文学的新时代，对沧
州、河北乃至全国的文学事
业而言，是重要的贡献！相
信更多的作家会踊跃加入大
运河文学队伍，创作出更多
的优秀作品，为文坛增添绚
烂的花朵。

河北省散文学会原副会长 张华北

古老的大运河浸润了沧州文学古老的大运河浸润了沧州文学

这些年我对运河没有刻
意考察过，但是作为一个运
河边长大的孩子，这条河流
是生命当中一个组成部分，
像肢体与血液一样，与我们
的命运密不可分。

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
遇见运河，不管是在杭州还
是通州，总可以找到优越的
存在感。也正是因为如此，
长久以来，无数普通人就是

这样被运河缠绕着，一代又
一代繁衍生息，绵绵无绝期。

一个运河边长大的孩子，
一个写作者，总有无法遏制
的冲动，想寻找千年运河与普
通人命运的“缠绕”感。这次
研讨，由于时间和资料的局
限性，我表达得不够充分。
幸运的是运河还在、生生不
息的普通人还在，在相互“缠
绕”中让世界更精彩。

河北省作协会员 李 平

寻找与千年运河的寻找与千年运河的““缠绕感缠绕感””

大运河的古老让她的属
性越发凸显：人工开挖、初
期的战略性、地域文化的多
元一体又融合互鉴、智慧的
体现等。一个“运”字，造
就了大运河在开挖、通航中
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也
形成了沿线区域独特的生活
方式、风俗观念以及文化多
元的知识体系。

人们在古老的时间序列
和空间区域里与这种体系相

互滋养、相濡以沫，使大运
河的功能价值和历史内涵得
以延续，并成了刻在我们骨
子里的基因。

大运河是历史的容器，
也是历史的驱动器，她的存
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在思考、
认知和传承中必须找到与其
相匹配的适配器，消除边
界，毫无违和地融入，并以
新的方式输出，完成一个新
的衔接过程。

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 史丽娜

以新的输出方式完成新的衔接以新的输出方式完成新的衔接

大运河就是一部文学作
品。作家的心多大，框架就
多大，写出的文章就多恢宏。

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写作
者，写作题材有着沧州地域
特色，字里行间都是浓浓的
沧州元素。无论人还是故

事，都是从沧州走出来的，
也许给不了你绝世的惊艳，
却一定可以在每个朴素的日
子里，带给人们最深的感动
和欣喜。这种艺术与精神的
自觉，源自写作者的追求，
更源自运河文脉的润泽。

泊头市作协副主席 郭之雨

艺术与精神的自觉源自运河文脉艺术与精神的自觉源自运河文脉

我从小在大运河边长
大，有一年，我一天不落地
去“运河之链”景点看荷
花，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
雾下雪，从不间断，并写下
了 365首咏荷诗，汇集出版
了《咏荷集》。

“新大运河文学”概念

的提出，让我的诗意生活有
了一种归属感，同时也让这
种诗意走出了小我。当作家
用心去观察、思考、描绘大
运河时，展现的不仅是大运
河与人的命运，也显现出文
学与城市发展进程的紧密关
系。

泊头市作协副主席 杨忠英

让诗意生活有了归属感让诗意生活有了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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