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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崛起的方城作家群体——对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初探

[ 作者 ] 张中坡 

[ 单位 ] 河南省作家协会 

[ 摘要 ] 2007年年初，全县经济工作会提出了建设文化生态环境的宏伟构想，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

研究、建设好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课题。作为一个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作者，既感到县委、政府提出文化生态

环境建设的决策高屋建瓴、纵观全局，又感到加快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又确需加大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力度，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从

目前方城推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资源看，日渐发展壮大的方城文学创作队伍无疑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文学作品作为承载文化思想的

文本，对人的情感陶冶、道德培养、人格发育、精神塑造甚至社会风尚的形成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文化、文学作为上层建

筑的一部分，虽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文化人格不健全的国家和民族不仅难以富强发达，

反而总是要落后挨打。由此可见，加强对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体和母体的方城文学创作队伍的梳理和研究，对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价

值与意义决不可忽视。该文试图从方城作家群体的初步气象，形成的背景、原因，对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推动作用及进一步培育壮大的建

议等几个方面，作以简要的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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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年初，全县经济工作会提出了建设文化生态环境的宏伟构想，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研

究、建设好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课题。作为一个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作者，既感到县委、政府提出文化生态环

境建设的决策高屋建瓴、纵观全局，又感到加快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又确需加大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力度，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从目

前方城推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资源看，日渐发展壮大的方城文学创作队伍无疑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文学作品作为承载文化思想的文

本，对人的情感陶冶、道德培养、人格发育、精神塑造甚至社会风尚的形成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文化、文学作为上层建筑

的一部分，虽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文化人格不健全的国家和民族不仅难以富强发达，反

而总是要落后挨打。由此可见，加强对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体和母体的方城文学创作队伍的梳理和研究，对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

与意义决不可忽视。该文试图从方城作家群体的初步气象，形成的背景、原因，对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推动作用及进一步培育壮大的建议

等几个方面，作以简要的探索和分析。一、方城作家群体已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阳作家群从南阳盆地横空出世，在当代文坛

上构筑起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作为地处南阳盆地东北边缘的方城，不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市处于后进位次，就连文学创作在全市也属

于弱势群体，“文学宛军”群星闪烁，而我们方城人能够位居其中的却寥寥可数。近年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激情创业、跨越发展”成为广大干群最主流的精神追求，方城的经济实力、外在形象和社会风气

都有了显著变化。这些，都成为诱发作家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也使得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参与到反映火热现实生活中来，他们不仅创作了大

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使原本比较零散的方城创作队伍逐渐形成一支阵容整齐、结构合理的作家群体。据初步统计，方城现有省作家

协会会员15人，市作家协会会员45人，均占全市的1/7；其他文艺门类中，有国家级会员4人，省会员27人，统算到一起，全县现有省以上

文艺会员44人（这些会员中，有两名一人拥有两个门类的省级会员证）。可以说，方城的文艺创作队伍已是蔚为大观。在我们一个百万人

口的县份，集聚着这么多的作家、艺术家，无疑为方城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依托。 1、方城文学创作群体划分的标准。该文

指涉的方城作家群体，是指近年来以较大的群体优势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省、市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批方城作家。划分方城作

家群体的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一直生活、工作在方城的本土作家，如董玉泉、熊飞、中坡居士、宛北三月等；二是发轫于方城，后又走

出方城，但文学创作始终以方城这片土地为精神和文化背景的作家，如赵长春、苏菡玲、一地雪、李然、李佳等；三是虽然不是方城籍

人，但长期在方城工作、生活、写作的作家，如牧石、肖丽鸿等。其他像虽是方城人，但早已走出方城且创作内容涉及方城较少的范文

章，虽在方城下乡当过知青并以方城为诗歌题材作过宏大描事，但不是方城籍人的陆健等，都不在该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2、方城作家群

体的构成。从创作的体裁来划分，写小说的有董玉泉、郝树声、熊飞、牧石、赵长春、郭国祥、李佳、宛北三月、王红璐、韦东坡、贺金



峰、杨文生等；写散文的有苏菡玲、赵长春、中坡居士、吴锦宇、武建华、肖丽鸿、瘦羊等；写诗歌的有一地雪、李然、梦瑶等；写旧体

诗的有董玉泉、程国珍、高元章、褚文起、郭如月、王国梁等；从事南阳作家作品研究的有中坡居士等。方城作家队伍的创作涉及各个文

学体裁，而且目前已呈现出以群体性面目出现的态势。由于有不少作家都是操持着多个文学样式在跨流域作战，这样的划分颇有点简单，

但易于眉目清楚。这里面，像赵长春、一地雪等都是呈全面开花状态，小说、诗歌、散文都有不少优秀作品。 3、方城作家群体的成就和

影响。近年来，方城作家队伍不为物役、不为名缰，在各自的责任田里辛勤耕耘、埋头苦干，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在省、市文坛引起

了不小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先后创作发表出版长篇小说11部，散文集、报告文学集6部，创作发表其他各类文艺作品600多篇

（首），共有30多部作品获市以上各类文艺奖项。熊飞的长篇历史小说《陈胜王》、苏菡玲的散文《生命的滋味》、中坡居士的文学评论

《行者独行》、任怀卿的报告文学《跨越大洋的亲情》等获得市政府优秀文艺成果奖。中坡居士的散文《大乘山读诗》还获得市第六届

“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参加了全省青创会。苏菡玲被推选为南阳市十大青年作家，成为南阳作家新生代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一地雪

从网络上起步、发展，以其诗歌的深沉、冷峻在网络上迅速窜红，省作协副主席王钢以《网上“蚂蚁”在飞翔》为题，在《河南日报》上

予以重点推荐，该文随后还被《南阳日报》转载；2006年5月，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省诗歌学会三家单位又联合从全省精选出五位青

年诗人，在郑州召开他们的作品研究会，一地雪又成为其中之一。目前，熊飞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烟雨堵阳》已经杀青，中坡居士的

散文集《内心的动荡与回响》即将出版。方城作家群体的创作实绩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二、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原因方城近年来能出

现这么多作家，并在省、市产生影响，这的确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这里面，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影响，也有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激励，既有作家个人的务心追求，也有县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1、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潜在基因。方城之名，

源于楚之长城，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考古发现，方城文明可上溯七千年前。丰厚的楚汉文化，滋润养育出了一代代贤哲名士、

英雄人物：陈胜、张释之、尹敏、韩暨、吴阿衡、杜凤瑞等；秀美的自然风光，诱引刘黄、王维、李白、温庭筠、黄庭坚、张三丰、林则

徐等文人骚客、达官显贵、得道高人、失意贵妇在此游历、歌咏、修炼。扼守南阳盆地通往荆襄的东部缺口这个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位

置，又给我们留下了刘秀逃难中的种种传说和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红军血战七里岗等动人的故事。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黄石山道教

文化景观、大乘山佛教文化景观和望花湖、七峰山自然景观。前人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宝藏以及天然铸造的自然风光，成为当代

方城作家吮吸不尽的文化营养和创作源泉。 2、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社会基础。文学实践证明，文学繁荣与经济社

会发展并不同步，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无疑会激励作家们的创作热情。近年来，方城强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经济社会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态势。方城作家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自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或是直接参与了这一建设过程。这些巨大的变

化，诱使他们情不自禁地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歌来咏唱这一切、赞美这一切。 3、坚韧不拔地追求文化梦想是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内在动

力。纵观方城作家队伍，不论从事职业如何，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浓厚的文化情结。这里面，既有身在官场并已达到一定位置的郝树声、牧

石、熊飞等，有原在官场现已退休的郭国祥和更多的旧体诗词创作者，也有在农村生活的杨文生等，甚至还有做生意的宛北三月等。不论

从事职业与文学如何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相悖反，这些作家们心中都有一种倾吐的欲望，并期望以自己的文字来实现丰富人类心灵、促进社

会和谐的美好愿望。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人的三大人生理想和抱负，这也成为方城作家心

中默默坚守的人生准则和价值信条。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方城作家们不惟艰苦、青灯黄卷、坚韧不拔地跋涉在文学的小道上，耕耘在文学

的原野上，他们有的不顾生活清贫，有的不顾工作繁忙劳累，有的不顾年老病体，有的不顾动荡漂泊。他们取得的成绩，就是这样熬出来

的，就是这样煎出来的。如果你了解了他们创作历程的艰苦、艰辛和不易，定会感动出这个时代拘谨的泪水。 4、县委、政府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视和关怀是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温润环境。县委、政府在带领全县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

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抓，特别是新一任县委成立以来，又提出了建设文化生态环境的宏伟目标，从大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上为方

城作家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方城作家的实际创作中，熊飞的长篇小说《陈胜王》、郭国祥的长篇小说《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任

怀卿的报告文学集《巾帼颂歌》、中坡居士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内心的动荡与回响》等，县委、政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宣传部门将文学

创作当作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推进力度，一方面在《方城消息》辟出“伏牛山”副刊，刊发方城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柳明伟还亲自出题，让方城作家搞采风活动，作家们不辱使命，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方城山水名胜的优秀作品。县文联作为文

学创作队伍的“娘家”，经常组织作家开展研讨活动，并邀请南阳知名作家到方城为作者们开展文学讲座。县文联主席梁森把作家当作朋

友，作家们出书，他无偿地联系出版社、绘制封面、插图，甚至无私地举荐文学新人，为方城文学创作队伍的发展费尽了心血。已离岗的

县文联原副主席谭桂香，也是作家们的贴心人，生活上与他们无话不谈，创作上与他们悉心交流，离岗以后，还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地筹



措经费，于艰难中办起了《文艺苑》小报，一年来刊发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些具有文学情结的单位和企业领导，也对作家们的文学

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方方面面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凝聚成了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温暖如春的小气候。三、方城作家群体的形成对文

化生态环境建设的独特价值良好的文化、文学生态环境是加速方城作家群体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反过来说，方城作家群体的形成，又会

对文化生态环境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弘扬方城优秀的历史文化，歌咏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把握时代发展的脉

搏，并以这些作品颇具亲切感的魅力，成为凝聚全县人民加快发展的粘合剂。同时，方城作家群体也以其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成为提高方

城知名度、扩大影响力、树立好形象的一张文化名片。 1、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激发创业热情。在方城作家中，有不少人以方城的历史文

化为题材，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熊飞的长篇历史小说《陈胜王》，以陈胜起义为内容，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

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融入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揭示了陈胜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的另一部长篇历

史小说《风雨堵阳》则以方城人尹敏、董为刘秀集团争夺天下献谋出力和湖阳公主刘黄在炼真宫修炼为题材，描绘了东汉初年历史的风云

变幻和人物内心的真挚情感，笔力所及，都与楚汉文化密切相关。其他如郭国祥的长篇历史小说《博望侯张骞》、王红璐的长篇历史小说

《张释之传》，或者描写了张骞开放开拓、坚韧不拔、不辱使命的胆略和气魄，或是描写了张释之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法制精神。董玉

泉的《水仙魂》、《冷月无声》两部长篇小说，均以方城小镇和悠悠潘河碧水为背景，展现了潘河水上商业文化的兴衰和底层人物的繁杂

命运。这些历史文化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以其生动丰富感染、影响着更多的人，不但滋润着他们的心灵，增强着他们辨别善恶的

能力，而且也激发了他们参与方城发展的热情。同时，这些文化精神也将会以书籍的形式，流传得更为久远。 2、歌咏美好家园，铸造方

城意识。每个作家都有深厚的家园意识，家乡的一草一木在他们心中都能鲜活、幻化成一首诗、一篇文。方城作家也不例外。赵长春的

“袁店河系列”小说、描绘了袁店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宛北三月的“堵阳屯”系列小说、贺金峰的“坷拉洼”系列小说，都对

方城的地域生活和乡土文化作了精细描述。中坡居士先后创作了《大乘山读诗》、《黄石山的灵气》、《山水与人文》、《灵魂的山水》

等散文，对方城的自然山水进行了咏唱。一地雪的诗歌中不少处都涉及了方城的地名、路名。县文联组织出版了一本《春润方城》，汇集

了诗词、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对方城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描绘，这些作者既有年过花甲的老者，也有正在小学读书

的稚子。李然虽然远离故土，但却以一本诗集《阳光下的颂词》，对故乡的庄稼、田野、乡姑、母亲等进行了充满深情的吟唱。家乡的一

切，作为方城作家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汩汩流淌在他们的作品中，构成悦耳动听的乡情、乡思、乡愁和乡颂。这些作品，会使人们从内心

深处增强方城意识，从而使更多的人不由自主地加入“谁不说俺家乡美”的大合唱之中，进而催促他们融入加快建设家乡的时代洪流。 

3、发挥品牌效应，树立方城形象。文化、文学就是一种品牌。像二月河，现在就成了南阳的一张文化名片。方城作家群体中，目前已有

多名人员在省、市文坛具有一定知名度，像董玉泉、苏菡玲、一地雪、赵长春、中坡居士、熊飞等。中坡居士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散文

创作和南阳作家作品研究，迄今已发表文学评论40多篇，几乎涉及南阳所有的重要作家。现在，南阳作家只要出有新书，就会送他品评。

方城作家群体在以自己的整体优势在省、市文坛赢得声誉的同时，也从文化、文学的角度树立了方城的良好对外形象。四、培育壮大方城

作家群体的几点想法从目前方城作家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人数不少，也有几名在省、市文坛具有一定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讲，不说与南

阳市城区内的作家相比，就是与宛西有几个县市的作家队伍相比，整体实力还有点参差不齐，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等方面都与新时期文学

潮流有不小差距。为使方城作家群体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要采取多种办法，优化环境，创造条件，不断提高他们的

创作水平，进一步扩大方城文学在省、市的影响力。 1、营造良好氛围。要鼓励爱好文学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积

极写作。各单位要为本单位的文学爱好者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支持他们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要关心作家们的写作、生活，帮助他们解决

各种困难。要提供机会，让作家们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创作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作品。要利用新闻媒体，对方城在省、市具有较高知

名度的作家进行宣传。要组织召开全县文学创作表彰大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和优秀作品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在全社会营造支

持文学创作、尊重作家创造的浓厚氛围。 2、加强研究交流。要采取内部交流、邀请名家来方召开方城作家作品研讨会等形式，指陈创作

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作水平。要组织开展文学笔会、外出采风等活动，促进作家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开阔视野，丰富创作内容。

要加强对作家队伍的教育，引导他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作出更多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3、整合文艺园地。

要发挥一报（《方城消息》）两台（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民间性的《方城诗词》、《文艺苑》等刊物的作用，整合资源，突出重点，设

置精品栏目，刊发优秀作品，激发创作热情。 4、培育新生力量。要重视县一高的雏鹰、汉风、县一小的雏燕等中小学校文学社团工作，

培养一批文学后备力量。要加强对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的培育，积极帮助他们向上推介作品。要搞好方城文协、方城诗词等团体的新会员吸

收工作，成熟的要尽快向省、市级推荐，不断壮大方城作家队伍。 200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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