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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山在采风时表示，以前就想来商洛走走看看，一直
没有合适的机会。我们《中国作家》杂志社先后三任主编
首次来到商洛采风，对商洛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商洛这片文化绿洲，滋养出以贾平凹、陈彦等一
批大家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他们走出商洛、走出陕
西，成为文学陕军最强劲的一支力量。王山说：“我跟
商洛作家群很有缘分，跟他们大部分同志都是朋友，
对他们怀着尊敬，怀着温馨的朋友式的情谊。商洛作
家群不但以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我，而且以朋友之间的
情谊温暖着我。”

王山表示，在商洛这片土地上，群众的生活非常丰
富，它由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形成，包含各
种喜怒哀乐、感慨、经验、教训，这些对于商洛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丰富的素材能够让作品
更加厚重，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

在参观贾平凹老宅时，王山说：“今天通过参观，我
们可以感受到贾平凹曾经在商洛生活、学习、读书、写
作的身影和气息，也能感受到读书的重要性和这片土
地的魅力。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生长在贾平凹的笔下，
在他的作品里驻足。让全世界通过作品了解了美丽的
棣花、美丽的商洛。”

谈及新时代商洛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如何创作出更多
精品时，王山表示，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首先要热爱本土文化，突出商洛
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创作更多原生态、接地气、感染
人、启迪人的精品力作。

商山四皓碑林园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巨冢罗列，古柏环
绕，碑石林立。参观过程中，王山被讲解员生动细致的讲解所深深吸引，
驻足聆听，遇到不甚了解的历史问题时，不时和讲解员交流讨论。

“我注意到了‘吕后封四皓官不受’这一句话，字数其实并不多，但
是我觉得意味深长。”王山说，“商山四皓”作为独特的文化遗产，促使地
处“秦楚古道”咽喉的商洛成为彰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精神
境界的地域载体，为讲好商洛故事、讲好中华传统文化故事，提供了独
一无二的文化素材。“商山四皓”的隐士身份与隐逸品格彰显的是百姓
的气节、读书人的气节，反映了读书人像松柏、竹子一样挺拔、高洁的精
神。实际上，他们四个人的这种精神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和共鸣，这种精
神应该说是不朽的。

王山说：“这次采风，我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并重的商洛、非常美
丽的商洛。特别是商洛市民在棣花古镇游玩时，那种幸福感让人很受
鼓舞。未来，《中国作家》杂志社将用文学作品来描绘这些亮点，来宣
传商洛的青山绿水，宣传商洛的自然风光、淳朴民风等，因为文学作品
是可以影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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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拜尔·米吉提走进棣花古镇，看到当地的
秀美风光，不时地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在欣赏小
镇独特景色的同时，还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不断记
录所见所闻。

“到了这儿以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商洛市
委、市政府，包括丹凤县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得非常具体。我刚才看到工地
现场正在施工，重新翻修贾平凹老宅，不断繁荣当
地的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艾克拜尔·米
吉提说，他在参观贾平凹老宅的过程中，深刻感受
到文学源于现实、源于今天，但是它同时反作用于
现实，当前贾平凹通过文学作品和自身的影响力
来反哺家乡，就是在新时期文学作品反作用于现
实里的典型案例。

艾克拜尔·米吉提介绍，在参观贾平凹故乡的
途中，他接到了贾平凹的电话问候。他感慨地说：

“感谢你给中国人民写那么多小说，也感谢你通过
小说把你的家乡重新振兴起来了，让你的故土走
向富裕之路。”

故乡生于斯便属于斯，不论富饶还是贫瘠，它
都是剪不断的脐带，是擦不掉的胎记，是我们的命

运所在。我们的文学名家贾平凹和故乡的脐带似乎
从没被割断过，以不同的方式回报故乡，故乡因为他
的作品增添了灵气。

“丹凤县借助贾平凹的影响力，把棣花古镇打造

成一个文化旅游景点，非常有价值。过去是乡村脱
贫，现在是乡村振兴，那么今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学
走一条乡村振兴之路。”艾克拜尔·米吉提说，这是他
第一次来商洛，但是感觉很早就来过这里，因为读过
很多关于商洛的诗和小说，对当地的人文底蕴和民
俗风情都很向往。

当真正来到商洛之后，他有了新的体悟：“过
去丹江这里有个码头，从这里把物品翻过秦岭送
到长安，再经长安运向世界各地。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首次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来到商洛之后，让我有了新
的认知，了解到商洛是古丝绸之路水路和陆路交
汇的重要节点。”

艾 克 拜 尔·米 吉 提 说 ：“ 商 洛 不 仅 是 青 山 绿
水、蓝天白云，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水陆码头交汇
之地，过去我们对商洛认识不够，那么这次来到
商 洛 以 后 ，发 现 商 洛 的 历 史 还 需 要 我 们 重 新 认
知，深入了解这样一个沉默的历史文化古城。”他
觉得“一带一路”的前景是亮丽的，相信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商洛的历史文化价值
将会更加凸显。

艾克拜尔·米吉提 文化反哺家乡 凸显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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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棣花古镇访棣花古镇 话文学发展话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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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杂志社原主编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党支部书记、《中国作家》杂志社原主编王山，《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程绍武一行3人来到商洛，开展调研采风活动，共
话文学发展。

采风期间，他们先后到丹凤县贾平凹老家及棣花古镇景区、丹凤葡萄酒庄、四皓碑林园、船帮会馆，感受“中
国康养之都”的秀美风光，探寻商洛历史文化遗存，了解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
成果，身临其境地感受地方民俗文化和商於古道历史文化。他们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深切感受到商洛深厚而
又多彩的文化底蕴，希望吸引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关注商洛、走进商洛、书写商洛，共同推动商洛文学艺术和文化
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采风结束时，作家们纷纷表示，商洛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优美的风光，值得被更多人知晓。他们将
牢记“国之大者”，守护绿水青山，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思想性和文学性并重，时代期许、
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同时他们认为，文学源于现实，也反作用于现实，将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手中的笔，创作
出更多的作品，展示“秦岭最美是商洛”的魅力，为商洛文化和旅游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一个地方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文化发展，
它可能还是没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感染力，是比
较枯燥和无趣的。尤其是像商洛这种有很多文学
名家，贾平凹、陈彦这些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陈仓
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在这里以文化的形式为经
济发展插上了翅膀，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陕西，
来到商洛，来到棣花。”程绍武在丹凤县棣花采风
时表示，借着读书日活动，他第一次来到商洛，就
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所吸引，以后有机

会还想来到商洛，继续感受这里的风景和文
化魅力。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商洛作家群这一现象
时，程绍武说：“就全国各地而言，有些地方可以
形成作家群。比如说陕西商洛作家群、云南昭
通作家群、南京作家群……但是并不是很多。
而陕西作家群是其中最为突出、显著的，跟陕西
这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创作氛围有关，同时陕西
也会不断出现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形成了一
种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

商洛当前文学发展也不断有新的文学领
军人物出现，得益于有传承几代的文学大家
出现，形成一个作家群，大批量的文学作品问
世和浓厚的创作氛围。在今后的商洛文化发
展过程中，希望可以不断创作出新的文学作
品，将商洛打造成为一个世界文学之都。

4 月是全民读书月。在被问到如何在商洛
形成更好的读书氛围时，程绍武认为，读书活动需
要更多的人热爱读书，在商洛因为有文学名家的带
动，会形成一种爱读书、爱创作的氛围，这就是对人
的灵魂的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物质的东西，人除了
物质之外还需要灵魂，需要精神世界的这种涵养来
提升。程绍武由衷地说：“参观棣花古镇，我感受到
了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除了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非
常优美之外，还有一种人文情怀，让人非常舒服。”

很多文学大家的成长中都会经历不可磨灭的

磨难，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有时候文学是需要静
下心来创作的。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苦难与文学创
作的关系时，程绍武认为，苦难是一种经历，是一种
财富，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资源。现在青年作家队
伍非常壮大，但是他们如果要更上一个台阶，取得
更大成绩的话，还是要增加生活阅历，增加人生的
经历，否则作品就会流于浅表，虽然可以获得一时
的关注，但想长远、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是要
多思考，多提高人的精神世界。

就当前商洛文化与旅游的发展，程绍武也给
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建议。他认为，文旅就是以
文 塑 旅 、以 旅 彰 文 ，文 旅 主 要 是 旅 游 为 体 、文 化
为魂。这样的话，会使每一次旅游都变成一种文
化之旅，变成一种精神之旅，这才是旅游的真正
含义。商洛的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厚，想要将文
旅资源传播广，就需要把文旅资源转化成文化艺
术 作 品 ，包 括 演 出 、电 影 、电 视 剧 、文 学 作 品 等
等，才能影响更多的人。资源要作品化，作品要
故事化，故事要人物化，最终我们要塑造出来几
个 全 社 会 都 耳 熟 能 详 的 人 物 ，通 过 人 物 形 象 塑
造 ，来 传 播 文 化 资 源 ，让 更 多 人 能 够 了 解 商 洛 、
认可商洛。

采风最后，程绍武寄语商洛文学和社会发展，
认为商洛是一片风水宝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希望商洛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知晓，能够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程绍武 坚持文化铸魂 推动文旅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