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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文

笔耕不辍，书写初心

“在 60 年漫长的文学生涯

中，由于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中坚

持人性视角、个体立场及批判意

识，促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思

考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生活，赋

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性。由于田

中禾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

小说结构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实

践，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难

得的具备文体意识的作家。”11月 23
日上午，在“田中禾文学创作 60年暨

《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上，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创作

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张清华如是说。

1959年，田中禾以长诗《仙丹花》

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到 1985年以短

篇小说《五月》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

《匪首》《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

糊》等，再到最新出版的四卷本散文、

随笔文集《同石斋札记》，彰显了田中

禾 60年来笔耕不辍孜孜不倦的文学

追求。他先后获得全国和地方众多

文学奖项，并以超前的创新意识和深

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使他表现时代风

貌、反映社会生活、刻画人物形象时，

无不融入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在

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时，盛赞田中禾

年过七十之后依然佳作不断，这份初

心和赤子之情令人充满敬意。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社长董林在致辞时说，田中禾

60 年的文学实践是一笔宝贵的文学

财富，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学

宝矿。对这一宝矿进行多维度的探

寻和发掘，不仅是对作家个人的致敬

和文学生涯的纪念，还必将给大家带

来很多新的启迪。

研讨会上，陈众议、贺绍俊、王彬

彬、陈东捷、宗仁发、朱燕玲、李国平

等来自全国文学界的知名学者、作

家、评论家、编辑家，墨白、张鲜明、冯

杰、乔叶、王剑冰、何弘、行者等来自

省内的作家、评论家，对田中禾 60年
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与展望，同时对他作品传播与研究的

现状进行了研究性的分析与论述，并

以其文学创作为个案来观照当下中

国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

扶持新人，激励后辈

多年以来，田中禾不但一直坚持

自己的艺术探索，还不断扶持新人、

激励后辈，为文学豫军的崛起做出了

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田中禾曾经担任省文联副主席、

省作协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同时

还是数届的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在

坚持自己创作的同时，承担着大量

繁杂、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事

务。董林认为，田中禾不仅是一位

创作丰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卓

有成就的文学组织者和领军人，是

文学豫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担任河

南文学艺术界的领导职务时，文学

豫军凭借河南作家的整体创作实践

被全国公认，河南文学事业得以继

续阔步向前，一大批青年作家在他

的关心扶持下快速成长，不断有优

秀的作品在省内外产生持续的、广

泛的深入影响。

作家汗漫、乔叶、冯杰等在发言

时，都提到自己的写作曾得到田中禾

积极的引导。乔叶说，是田中禾老师

引导她走上小说创作之路，“在读田

中禾老师作品的时候，我深切意识

到，无论是生活的认识上，还是文体

的探索上，我们这一茬作家需要使更

大的力才能抵达到他的层次和境

界。无论是他的文品还是人品，都是

我们河南文学的财富和宝藏。”

反哺家乡，温暖父老

在田中禾的作品中，有熟悉的故

乡生活、独特的南阳地域文化和源于

泥土的故事。

散文家王剑冰说，田中禾是南阳

作家群的代表，更是中原作家群的代

表，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家乡不同于

他处的山水风光、民俗民意、友情亲

情，也写出了对家乡父老的深切理解

与爱戴。

诗人、评论家汗漫也是唐河人。

他说，田中禾老师在 60年的文学生涯

中，用《落叶溪》《模糊》《匪首》《父亲

和她们》等等小说，为故乡唐河献上

了一首小城叙事诗，为中原留下了一

卷“清明上河图”，为汉民族书写了一

部百年心灵史。

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田中

禾还把文学的眼光和精力投注于河

南的报纸副刊。南阳晚报副刊，也是

他关注的一片小小的园地。多年来，

他用高质量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文

章，提升着家乡报纸的文化品位。在

最新出版的《同石斋札记》中，一些文

章就曾首发于南阳晚报《南都赋》。

在跟编辑交流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无论文字好坏，能让家乡父老读到，

心里很温暖。”

一个甲子，依然“少年”

“如果放上迪斯科音乐，我们一

边跳一边说更好。”研讨会的最后一

个上午，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文人雅

士，田中禾表明自己的心迹：“请大家

来开这个研讨会只是想曲水流觞，敞

开心扉说话，让会开得有滋有味，这

是我唯一的期许。”

洒脱、俊朗、儒雅，智慧、幽默、旷

达，新锐、先锋、前瞻。没有人认为田

中禾已是一位 78岁的老人，更难以想

像他曾历经坎坷。在田中禾眼里，作

家是个幸福的职业，多年的基层生活

给了他丰厚的人生积淀，也使他更加

深刻地理解并思考中国当代历史与

现实生活。

尤其是 2010年之后，他更以凌云

健笔，推出《父亲和她们》《模糊》等一

系列长篇小说，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推

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以大量文

化比较和艺术趣味的随笔散文，拓展

着自己的写作风景线，实现了一个作

家对自我的不断超越。这种澎湃的

创造力，在当代河南乃至全国都是风

格鲜明、引人注目的。

如作家乔叶所言：不论经历了什

么，写了多少作品，获得了多少荣誉，

他一直保持“纯文学”的赤子之心，保

持着非常宝贵的少年的气息，永远期

待，永远创新，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

情和激情。

风过潮起潮落，大江不易其步。

期待田中禾先生新作品的问世。③5

智慧、幽默、旷达，新锐、先锋、前瞻——

田中禾：60年笔耕不辍写初心
本报记者 王平 文/图

核心提示

田中禾，唐河
县人，当代著名作
家。他 1959年从
诗歌写作开始文
学生涯，60年来，
以小说写作立足
于当代文学史，散
文随笔写作也蔚
为大观。

11月 23日～
24 日，由北京师
范大学当代文学
创作与批评研究
中心联合中原出
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省文
联主办的“田中禾
文学创作 60年暨
《同石斋札记》新
书研讨会”在郑州
召开，来自全国文
学界的知名学者、
作家、评论家、编
辑家共 90多人齐
聚一堂，以田中禾
60年文学创作为
切入点，回顾和梳
理新中国文学，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文学的发
展，探讨新时期文
学创作的现状，极
具历史价值和现
实意义。

从1959年到2019年，田中禾的文学创作生涯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
60甲子，天地循环。回望走过的岁月，是对创作经历的总结，也是对明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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