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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散文创作的量呢怎么理解散文创作的量呢？？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的量的量：：一是总量一是总量，，二是创作量二是创作量，，三是有效量三是有效量。。三个方面的量都具三个方面的量都具

备备，，而且拥有一定规模的量而且拥有一定规模的量，，说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说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成就。。散文创作只有在具备以上三个方面的量的时候散文创作只有在具备以上三个方面的量的时候，，或具备或具备

了绝对了绝对‘‘有效量有效量’’的时候的时候，，才能谈散文的质才能谈散文的质

散文创作的三个散文创作的三个““量量””与与““金核儿金核儿””
□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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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发出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乡

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两创”文化的繁荣亦

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山东作家柏祥伟的

报告文学《归来》以“文化两创”为主题背景，讲述了

地处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的专家学者，以助力

优秀传统文化从“象牙塔”走进民间，重建乡村文

明和乡村秩序为理念，在毗邻书院的北东野村等

村庄开展乡村儒学讲堂，改善村风民貌，助推乡村

文明。由此，儒学讲堂模式迅速在山东推广。当

地政府制定扶持政策，号召社会全民参与，践行知

行合一，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历经讲学、互助和

公益三部曲，探索出一条振兴乡村文明的新时代文

化自信之路，体现出“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的进取精神”。

柏祥伟出生在孔孟之乡，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

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浸润和精神滋养。

他是一名从民间成长起来的作家，先后创作出版了

《羊的事》《无故发笑的年代》《水煮水》《火烧》《亲爱

的小孩》《孔府民间档案》《仲子路》等作品，作品主

题有的围绕日常生活，从描写当下现实生活入手，

通过生活的表象触碰到生存和人性的最深处，也有

的围绕孔孟之乡的历史传统文化展开，将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文化融入到了文

学作品的表达中。在《归来》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提

出了乡村儒学推广的目的和必要性：“新农村建设

不仅是经济问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

塑乡村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更是建设新农村的当

务之急。”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迅

速发展，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大量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进城务工、求学，这使得农村发展相对落后，

农村留守老人不断增多，留守老人的负面情绪、孤

独感、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精神心理问题越来越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归来》主人公赵法生在距离尼

山夫子洞外不到两公里的北东野村进行了调研，调

研的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多年研究儒学的赵法生

清楚地知道：“乡村是儒家文化的根，儒学才是乡村

文化的魂。”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问题，还需要重建

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于是就有了依托尼山圣源

书院在北东野村开展儒学教育的实验。他首先从

普及孝道文化开始，从《论语》《弟子规》《增广贤文》

《三字经》《家训》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尊长孝

亲的故事讲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宣讲，村民中讲礼仪、行孝道、知廉

耻、懂规矩的人越来越多，人心端正了，儒学乡村教育也推广得顺利

了，很快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就成为全国乡村儒学讲堂第一村。

浇花浇根，交人交心。乡村儒学的推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皂

角树下给席地而坐的老人讲“孝”的写法，到阐释真正的“孝”是应该

有一颗恭敬的心；从在村里成立老人互相小组，开展“陪伴老人过除

夕”活动，到组成旅行团带老人去北京旅游，儒学讲堂历经种种波折，

经历重重困难，摸索出一条成功的经验。目前，乡村儒学已在山东济

宁、聊城、潍坊等地不断涌现，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果说传统

文化是一股清泉，以尼山圣源书院为泉眼，汩汩甘泉滋润着干涸已久

的山乡，现在的儒学乡村已经呈现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

持的温馨生活图景。

儒者，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孔孟之乡的儒学讲堂已经从乡

村进入到城市，延伸到机关、社区、家庭、企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集

中体现。这样“留得住乡愁”就有了实在的载体，利用传统文化留下

来的文明规范和行为准则，让新时代乡村的文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

化记忆，成为时代文明的基础和底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会是一种文化思

潮，是对传统文化的激活、重构、再现，并加之以现代文明的质素。这

样的文化记忆才是诗意的、创意的和现代的。

与辩证法沾边的事物，总能让人多些揣摩与思量。散

文创作里也藏着很多辩证法，比如创作的“量”与“质”的关

系，就是一对值得思考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质与量的相互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质是一定量的质，量是一定质的量。质就是量，量就是质，

质是绝对的，量是相对的，没有无质之量的事物，也没有无

量之质的事物。

大量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创作在未达到一定的量之

前，休想谈质。就算是有了一定的量，以至达到了相当的

量，如果创作的土壤里没有精心埋下“质”的种子，到头来，

一样很虚无，甚至是徒劳，这种不过心只为贪多的写作，不

会等来金色的收成。由量向质的转化真的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所有艺术创作都有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需要艰苦卓

绝一丝不苟地打磨，需要忘我投入全神贯注地摸索。散文

创作当然也需要这样的精神，需要练就一身好武艺、真功

夫，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文字艺术，至高无上。散文创作不

可自以为是，发过几篇稿子就飘飘然了，觉得自己是个真

正的作家了，这样很容易停滞不前。想想一个刚拿下驾照

的人，非要和驾车十万、百万公里的师傅比名头、比技术、

比潇洒、比老练，那是比不得的，差得远呢，何况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如果一味地想当然，抄近路、走捷径，很可能欲

速则不达。所以要慢慢来，不断积累，扩大积累，巩固积

累，努力增加创作量，为下一步向“质”的迈进做好全方位

的立体准备。

怎么理解散文创作的量呢？依我个人这些年的写作

经验和做编辑的体验，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量：

一是总量，二是创作量，三是有效量。

“总量”是个广义概念，包括创作之前、创作之后的

“量”。这一前一后的“量”合为一个创作的总量，它们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帮衬，缺了哪块的量，都不是完

整的量，都会影响向质转化的速度与进程。创作之前的量

主要包括作者的学习、探索、实践、阅历、经历、知识、悟性、

认知、天赋等要素的保有量，素材的准备量，生活的储备

量，修炼的时间量。这些量具备后，创作才有保障，当然这

些在创作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得以升华。总之，这

个量是很关键的，它决定下一步的创作走向。

“创作量”属创作之后的量，包括“文字量”和“发表

量”。我们每一位作家一生当中，在不停地写，不停地创

作，但实现作品的发表是非常难的事情。每一位作家都有

被退稿的经历，这其实是在积累创作量，这一步非走不可，

没有例外。贾平凹笑言自己刚开始创作时，投稿经常被

退，“源源不断地给人投过去，又源源不断地退回来”。到

大学毕业时，被退回的手稿已经装了两大箱子。同宿舍的

同学还故意把退稿信翻出来，贴在贾平凹的床边。贾平凹

不以为然地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激励。”每个人的初期写

作，文字量远远要大于发表量，即使是大家、名家，也必有

这样一个过程。初期写作的发表量占文字量的比重少之

又少，这显然还没有达到“量”向“质”的转变的条件。这个

时候如果能坚持下去、坚守下去，那么曙光就在前面，就有

成为大作家的可能。

“有效量”亦属创作之后的量，但特指的是在有水准的

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字量和所有荣获省市级以上各个奖

项的作品量或作品获奖规模。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再好

谁也没看到，谁也不知道，好作品是要见阳光的，这样才可

能接受读者的评判、经受历史的检验，才能相对获得一个

接近公正的概率。我们不敢说获奖的作品都好，但真正的

好作品是难以漏掉的，评奖就是要将那些好作品一网打

尽。所以发表过的作品和获奖作品，无疑属创作的“有效

量”。为什么要强调“有效量”，因为在这部分作品中更有

可能分布着上好的作品，更可能产生散文精品、经典或者

诞生让人过目不忘、交口称赞的佳作。作家们一生中能留

下来的可传世的作品，通常是在这部分作品中产生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量，也是对一个散文作者写作生涯的

概括或阶段性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作者写作指标的一个量

化，实际是反映作者各个创作阶段的投入量、工作量和所

获成绩的累积。对照一下，就知道自己所处的创作坐标指

向的位置。三个方面的量都具备，而且拥有一定规模的

量，说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散文创

作只有在具备以上三个方面的量的时候，或具备了绝对

“有效量”的时候，才能谈散文的质，才能在量的基础上，挑

出那么一两篇自己满意读者也满意的上好佳作。这个过

程很漫长，也许要坚守一辈子、辛苦一辈子、追寻一辈子。

这也许就是散文创作带给我们的残酷的一面，我们必须面

对，因为拥挤在这条路上的人太多了，无边无岸，让你迈不

开步、转不过身、喊不出声。

抛开散文创作的总量，这里只谈创作之后的量，即由

写的第一篇作品算起至眼下所有作品的创作量，换句话说

这个量是以原始创作积累为基础，随着创作量的不断蓄积

和扩充，为全面向质的转化随时提供条件和可能。在这样

一个量向质转化的进程中，要满足其需求或提供足够的储

备。创作量的基数越大，“有效量”所占比重越大，质就愈

有可能加速实现转化，可以理解为“水涨才会船高”。

“量”向“质”转化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作者的悟

性、天赋和刻苦勤奋的程度。假如拥有同样的有效量，当

然是素质卓越的作者进步快些，出精品的可能性要大些。

否则，量的积累就需要相对长一些，大一些。这方面，个体

之间差异很大。有的人很快创作出了精品，有的人写了几

十年，也没有写出所以然，仍山河依旧。还有一点，我一直

这么认为：“作者到最后发表的作品，实际是发表的人品。”

好人品，好作品！人品时刻在左右着作品的成功。人设一

旦崩塌，就会前功尽弃，作品也会随之枯萎。后期的创作

做好人比写好文更难。

至于散文的“质”，我认为是“量”的归宿，量所转化的

成果，量所折射的成就。具体讲，就是创作达到了一定的

量以后，突然上了一个层次，上了一个台阶，上了一个境

界，这是每个作者自我都可感受到的，读者那里也会做出

相应反应。谁谁的什么作品，真不错，有进步！这几年提

高得真快！已让人刮目相看了——这就是完成了一个阶

段的“量向质”的转化。

质，还可视为散文创作所获得的“金核儿”；就是街头

巷尾热议的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作品；就是出现在小、中、

大学课本里进入教材的作品；就是读了几辈子人们还在读

还喜欢读还不厌其烦地读还在继续读的作品。

初涉散文创作的人都经历过“井喷”阶段，好不好？

好！这个阶段一定要有的，是搞好散文创作起码的标志，

更是评价和检验你是不是干散文这一行的料，还没写一两

篇，就没词了，哑炮了，枯竭了，弃笔了，说明在散文创作上

至少不是潜力股的范畴。初涉散文创作的人的另一个特

点就是长时间处在亢奋的状态，谁也拦不住，谁也挡不

住。在这样的状态下，攻势很猛，不停地写，不停地发，广

泛地写，广泛地发，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恨不得天天播种，

日日收获。编辑惊呆了，周围的人惊呆了，连自己也惊呆

了。这种现象，如果是初学者，其实也还算正常。不管从

哪个角度讲，还是利于激活资源、调遣资源、挖掘资源，但

这样的状态一定不要太长，要潜下心尽快调整过来，适当

沉一沉，努力提高创作的有效量，然后再考虑下一个创作

高峰。几年后，随着作者不断走向老练，也会不同程度地

开始步入稳定期。这期间，无论哪一方面，都不会再那么

燥了，有效量也会由这时开始提升比重。

散文创作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创作时，不能埋头傻

写，要不断地总结、学习、感悟，不断地汲取营养；要系统地

研究，研究名人名作，研究创作的内在规律，研究量与质的

辩证关系，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写出上好佳作。

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再添文学华章
（上接第1版）

7月 21日，重庆市作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文学工作实践，提高政治站位，胸

怀“国之大者”，深化对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

认识，深刻认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

大意义。团结带领重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热

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恢宏气象，创作推

出一批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温度的优秀作品。会

议强调，要谋深做实品牌项目，坚持以“春种秋收”

重庆市作协基层党建创新工作法为统领，深入推

进“讴歌”计划、“扶优”计划、“友声”计划、“培新”

计划，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机制，制定并完善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工作举措和工作方案，科学

规划布局、强化选题策划、积极组织动员，进一步

发挥各区县（行业）作协、主管社团、创委会作用，

为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创造良好条

件，推动重庆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更优文学品牌，延伸“创作
计划”深度

“作为一名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写作者，我对

祖国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丰

富有着深刻体会。从诗歌到小说，多年来，乡村一

直是我写作的重要主题。我要努力写出真正深入

生命、触及灵魂的作品，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伟

大实践之光。”作家陈朴在陕西省作协举办的第二

期“百优”作家走进汉中采访调研活动中如是说。

7月24日至27日，陕西省作协携手陕西汉中市委

宣传部组织开展了以“发挥文学力量 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的采访调研活动。作家们先后深入汉中

市城固县、留坝县、洋县，了解汉中乡村振兴、生态

保护、产业融合、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多

维度、多角度感受新时代山乡巨变。

其间，陕西省作协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座谈会，响应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推进会，并对“百优”作家与汉中作家新时代山

乡巨变主题创作情况进行调研。与会者从自身经

历出发，分享了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深切感悟。大

家表示，每个时代都有其文学使命，书写新时代山

乡巨变，既是向伟大时代、伟大人民、伟大土地、伟

大实践致敬，向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

致敬，更是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呼唤，为乡村振

兴注入文化动能。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推进会精神，7月25日，四川省作协在

简阳举行长篇小说创作会。会议强调，四川省作协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深刻

认识该计划的重大意义，紧扣“推出一批”“培养一

批”“转化一批”三个关键词，将其放到四川省作协

工作的重要位置来谋划思考，放到长远工作、全局

工作中统筹推进。要以“十百千”文学人才工程助

推“两个计划”，锻造文学川军劲旅；以出作品为重

心奠基“两个计划”，催生长篇精品力作；以跨界破

圈赋能“两个计划”，突破文学“内循环”。

“中国历史的丰碑，不是建立在大地上，而是

建立在亿万人民心中，值得被记录书写，作家更有

责任与担当为其添砖加瓦，贡献文学的力量。”在

“感受全景栾川 书写山乡巨变”座谈会上，河南籍

作家刘庆邦谈道。在人生岁月中，刘庆邦亲历了中

国乡村随着时代变革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山乡巨

变深有感触。该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河南

省作协联合举办，旨在推进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向纵深开展，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出呼应。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广

袤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恢宏巨变，正吸引越来越多

的作家投身其中，将新时代伟大的发展实践转化

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

向往，谱写山乡巨变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

（刘鹏波）

本报讯 7月 23日，由

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侯炳茂

抗美援朝题材散文集《流动

的马灯》分享会在京举行。中

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及周

明、石英、吴泰昌、王宗仁、柳

建伟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

加活动。

侯炳茂 1951 年 2 月参

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战场荣立三等功，回

国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

一次，1994年退休，2020年

10月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

念章。《流动的马灯》收录了

侯炳茂用十余年时间写成

的抗美援朝题材系列散文，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之际结集出版，是一位志

愿军老战士献给祖国的珍

贵礼物。

叶梅表示，中华儿女舍

生忘死、英勇作战，取得了抗

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举

行《流动的马灯》分享会，正

是为了向老一辈革命家，向

那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生

入死的英雄们致以崇高敬

意，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崇高敬意。

与会者认为，侯炳茂是抗美援朝战争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年过七旬之后，他以

满腔激情投入了对这场战争和战友们的

书写，通过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散文作品，

真实再现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和人民最

深沉的爱，再现了他们的勇敢坚韧和烈焰

柔情。他们是盛开的金达莱，是中华民族

的优秀儿女，是最可爱的人。该书的出版

将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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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1日，由《诗刊》社、中国诗

歌学会指导，海南出版社、雍和书庭主办的“我

们如何认识自己？——梅国云诗集《窥一眼虚空

的未知》图书分享会”在京举行。《诗刊》主编李

少君、诗人雁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及该

书作者、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围绕活动主题

与读者展开分享。

《窥一眼虚空的未知》出版于2023年1月，

分为三个篇章，收录84首诗作与30幅精美画

作，试图解答虚空与存在、现在与未来的终极奥

妙。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经历与对世间万物的思

考，在未知与虚空、已知与察觉中，揭示前尘与

旧事，探索当下与未来。

李少君表示，诗集中的很多诗歌都充满想

象力，对当下的时代问题有着深入思考。“中国

古代是文史哲合一的，古典诗歌既有文学的一

面、抒情的一面，也有历史的一面、哲理的一面。

当代诗歌在哲理性上比较弱，这本诗集弥补了

这个短板。”雁西谈到，国内诗人涉及同类题材

的创作相对较少，诗集所展示的内容值得我们

探索和思考。梅国云充分调动了他的思想、智慧

和经验，给读者带来激情、灵感和无边无际的想

象力。杨庆祥认为，这本诗集像是一剂良药，“能

够对我们现在粗糙、坚固但又好像无法摆脱的

精神生活起到疗愈作用”，人和世间万物的交互

关系在此被打通。 （北 洛）

打通人和世间万物的交互关系
梅国云分享新作《窥一眼虚空的未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三届“桃李杯”全

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终评暨现场展示活

动于8月9日至16日在京举办。其间，中国古

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群舞、

教师精品课共六大类不同组别的250个项目将

分别在北京舞蹈学院剧场、民族剧院、二七剧

场、北展剧场进行集中展演，充分展示近几年来

我国舞蹈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节目创作编导、

师资力量、课程设计等多个方面的优秀成果，并

将通过终评产生一定数量的优秀项目。

第十三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

学成果终评暨现场展示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北京舞蹈学院承

办。本届“桃李杯”参与人数14700余人，节目

数量近2000个，创造了历届“桃李杯”参与规模

新纪录。经过复评入选现场展示和终评的项目

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64所院校，共有近千

名学生参与展演。

据介绍，为期一周的活动将分为17个学生

舞蹈展演场次和3个教师精品课展示场次，并

将分别于8月16日举行综合汇演。专家将从

中观摩遴选产生优秀表演人才、优秀剧（节）目

及编导、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精品课共4类优秀

项目。同时，本届展示活动新增“现代舞”组，力

求更全面汇集舞蹈教育教学的最新成果。今年

底，优秀项目及国际标准舞、街舞、舞蹈影像等

邀请展示项目将在京集中展演。明年，本届“桃

李杯”的成果也将陆续在各地进行展演。

本届“桃李杯”现场展示将坚持公益性、低

票价的原则，为广大舞蹈爱好者提供观演机会，

进一步提升“桃李杯”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

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
在京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