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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12年创作200多万字文艺作品

七旬老人笔耕不辍 享受诗意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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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向记者介绍他退休后的写作经历马文向记者介绍他退休后的写作经历。。

出版四本长篇小说，一本
散文集，一本幽默小品诗歌
集，与人合著作品多本，另外
还有多篇作品获国家、省市大
奖……这不是一个专业作家的

“成绩单”，而是一位退休12年
老人醉心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当记者见到72岁的“高产
作家”马文老人时，惊讶于身
材瘦弱的他，是怎样顽强走向
文学创作之路，把自己12年的
退休时光几乎完全奉献给了写
作。

退而不休，读书学习忙“充电”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
接触新事物，认为人就应该活
到老、学到老。”谈起自己的退
休生活，马文老人对记者说。

2005 年，马文从市审计局
退休。一次，他看报纸上有一
篇文章反映老同志离退休后的
精神面貌，他们始终不渝读书
学习，以各种方式发挥余热。
这篇文章给了他很大启发，就
下决心学习他们。

从哪里着手呢？马文突然

想到自己年轻时是个文学爱好
者，对写作比较擅长。于是，
他反复研读中国古代四大名
著，还读鲁迅、巴金、茅盾、
高尔基等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

“中青年时读这些国内外名
家的作品时，是走马观花，看
热闹。退休后就不一样了，我
开始思考作品的思想意义及写
作方法，领悟作品反映的社会
现状，歌颂、揭示和批评的究
竟是什么，所以，感觉提高很
快。”马文说。

为了跟上形势，思想不落
伍，马文还订了《大河报》《漯

河日报》 等报纸杂志。除了在
家学习，还经常到市图书馆和
老干部活动中心看书看报。真
是开卷有益，阅读犹如享受着
明媚阳光，既心旷神怡，又增
长了见识、丰富了生活。

尝试写作，一发而不可收

为了写作，马文还学会了
电脑打字。他从自己积累的素
材开始创作，先从短篇作品写
起，很快，一本《幽默故事小品诗
歌选集》出版了，这极大地鼓舞
了他。他把此书拿给著名作家、

漯河市作协主席南豫见老师指
点，得到他的肯定和鼓励。南豫
见为马文的精神所感动，帮助
他申请成为河南作协会员。

成为河南作协会员后，马
文深感名不副实，开始拼命创
作，又接连出版了多部长篇小
说。他突然发现在写作中，自
己运笔如神，好像有说不完的
话，用不尽的词。这些语言和
文字从哪里来？除了在生活中
向别人学习，大部分从阅读中
来。至此，马文老人笔耕不
辍，写作不止，十二年如一日
坚持创作，写了 200 多万字的
小说、诗歌、散文等。

坚持创作，作品屡屡获奖

马文老人的长篇反腐小说
《审计局长》，出版后获中国作
家论坛创新奖、漯河市优秀作
品奖。近日，马文老人接到出
版社通知，准备把 《审计局
长》 制作成有声阅读小说推向
网络。

马文老人最新出版的40多
万字的长篇小说 《台北知府陈
星聚传奇》，一经问世便引起各
界人士的关注。目前，该小说
已准备在台湾杂志 《中原文
献》连载。

马文写的诗歌 《人生应该
像激流》 在国际城市文学优秀
诗歌征文大赛中作为获奖作
品，由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在20
个国家参加的大会上进行朗诵，
被评为 2015 年城市优秀诗人；
2017年在全国原创诗词大赛“五
一”歌颂劳动者的春天诗会中荣
获二等奖；童谣作品《学雷锋》在
2015年获全市二等奖；诗歌《文
字之歌》在 2018 年全市诗歌大
赛中获一等奖。

马文老人精心创作的四部
长篇小说中，长篇小说 《侠女
谍战》 获我市“五个一”工程
奖；长篇小说 《马小宝历险
记》 获青天河杯全国文艺大赛
金奖；长篇小说 《审计局长》
获第二届中国作家新创作论坛
创新奖；长篇小说 《台北知府
陈星聚传奇》获得各方好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
今，马文老人是省作家协会会
员和省诗词学会会员，还身兼
漯河沙澧诗词协会顾问。他每
天有规律地锻炼身体、读书学
习、精心写作。除此之外，他
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采风调
研，他说：“哪怕在漯河生活一
天，我就要拿起手里的笔，写
出自己的感受，歌颂党，歌颂
祖国，描写漯河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