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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文学梦 走向诗和远方

生活是海洋，我们在其中品尝栉风沐雨的艰辛，体验惊涛骇浪的壮阔；而文学则是海洋中的一座岛屿，疲惫时
供我们片刻小憩，迷失时为我们定标指航。我们都是平凡人，但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自由地编织绮丽的梦，追
逐诗和远方。

8月19日下午，漯河晚报举办了“文学沙龙”活动，吸引了我市30多名文学爱好者参与，大家探讨文学，交流
写作，畅所欲言，以期在思想的碰撞中提高写作水平。

漯河晚报“文学沙龙”吸引众多文学爱好者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8月19日下午，漯河晚报在环境优
雅的时光 BOOK 咖啡书社举行了

“文学沙龙”活动，吸引了30多名
文学爱好者。虽然天气炎热，可是
共同的文学梦，以一种向心力，让
他们走到了一起。

今 年 35 岁 的 刘 新 华 来 自 临
颍。她从小喜欢写作，不过在家人
的要求下，她选择了从事医药方面
的工作。工作之余，她从未放弃过
心中的文学梦，拥有一个原创文学
微信公众号，面向全国征集原创文
学作品，已汇聚600多名粉丝。这
次活动，刘新华带来了她的作品

《岁月静好，女神不老》。这是一篇
颇具网络文学色彩的千字小品，用

秀美隽永的文字，表现了当代女性
在面对时光流失时应有的优雅和从
容。

评论环节，大家各抒己见，对
于作品的不足之处也不吝批评。
漯河晚报编辑中心主任谭艺君开
门见山地说：“这篇文章就像色彩
斑斓的糖果，好看又甜蜜，让读
者能够享受轻松阅读的过程。但
是，还需要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
东西，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不然就
像沙滩上的足迹，海浪拍上岸就没
有了。”

虽然天气炎热，但活动现场的
气氛更热烈，大家针对作者提交的
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思
想的碰撞交流中得到升华和提高。

客不分远近 只因文聚

这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生
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小事
中，隐藏着让人感动的细节，体现
着一种情怀和正能量。很多来参加
本次活动的文学爱好者都是普通
人，可是，他们在粗糙的生活中，
始终心怀梦想。文学为他们阻挡了
俗世的尘嚣，找到生命阳光。

来自舞阳县保和乡上澧村的周
桂梅今年 52 岁，是一名农民，她
带来了她创作的诗歌。平时，周桂
梅和别的农村妇女一样做家务、干
农活，业余时间，别的农村妇女打
麻将、看电视的时候，她却在读
诗、写诗。为此，她没少被左邻右
舍取笑，但是，她却从未放弃，把
诗歌创作坚持了30余年。

当周桂梅的诗歌出现在大屏幕
上，大家纷纷点评，并为她指明以
后的创作方向。

来自市交警支队的7名女辅警
成为一个亮点，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她们都是文学爱好者，繁忙的
工作之余，经常创作诗歌、散文、

随笔等。其中王明慧带来了一篇名
为《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为辅警
添光彩》的作品，引发一场热情洋
溢的讨论。王明慧今年 24 岁，去
年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市交警支队
秩序示范大队工作，成为一名辅
警。在工作岗位上，她曾因别人的
不理解、不尊重一度想退却。这次
参加活动，她带来的文章讲述了自
己搀扶一位盲人过马路时前后的心
理变化，以及这件事为她带来的心
灵成长。来自市交警支队的李国风
评价说：“这篇作品文字朴实，感
情真挚，文中讲述的一些工作中的
艰辛和困惑，每一位交通管理者都
会感同身受，而故事的结局也给我
们以力量。”他同时建议把文章标
题改为《盲人看得见微笑》，使文
章的主题提升一下。受邀参加本次
活动的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余飞对
这篇作品也给予较高评价：“有实
事、有说理、有升华，都是作者的
真情实感，给读者强烈的代入感，
稍加改动就是一篇高质量的作品。”

文无论高下 唯以情真

很多读者是带着创作中产生的疑问来
的，在交流探讨中，这些疑问在心中尘埃
落定。张海燕带着她的一篇游记《港澳游
见闻》来到现场。“近年经常去旅行，回来
后也都写游记，但是游记到底该怎么写？
我心中一直感到很困惑，想来这里听听大
家的意见。”从事语文教学的张红云建议她
不要把所看到的都写下来，要在文中加入
自己的思考，提高文章的逻辑性，并推荐
余光中和郁达夫等名家的游记供她借鉴学
习。“一个景点可能有很多人写过，后人要
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出彩，就要写出自己的
发现、自己的思想，要从一成不变的景物
中写出独一无二的感悟。”余飞建议。对于
大家的点评，张海燕感觉收获极大：“就像
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文学爱好者大部分
是经常为 《漯河晚报》 副刊写稿的作者。
为了让他们对《漯河晚报》副刊有更深入
的了解，以便向晚报投稿和创作过程中有
的放矢，提高稿件见报率，活动上，还以
幻灯片的形式向文学爱好者们介绍了《漯
河晚报》 副刊的版面构成，以及“生活”

“作品”“写手”“悦读”等不同栏目的定
位，采用稿件的风格、字数等。

“我订阅的有《漯河晚报》，多年来一
直是晚报的忠实读者。副刊版面清新大
气，可读性很强，很接地气儿，我们一
家人都十分喜欢看。通过参加这次活
动，我对 《漯河晚报》 副刊的版面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并在与文友的交流中得到启
发，感觉收获满满！”晚报作者孙亚洁告诉
记者。

一篇篇风格迥异的作品，一场场酣畅
淋漓的讨论，大家意犹未尽时，不觉活动
已经接近尾声。“《漯河晚报》副刊为我们
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作者
的才华得到施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回去以后，我们
要多读书，多学习，认真观察、体验生
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活动结束
时，晚报作者唐冰告诉记者。

言没有穷尽 梦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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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爱好者在交流创作经验。

活动现场，大家畅谈写作，交流经验，气氛热烈。

晚报作者张红云为大家分享关于游记的一些思考。

晚报作者曹世友为大家分享诗词的创作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