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阳老中青作家接力书写陈地故事
董素芝

从《诗经》中走来的古老淮阳，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有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传说，滋养浸润着无数文
人，也正是这片土地，孕育着今人的弦歌不辍。 而今，
淮阳文史学者层出不穷，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淮阳
作家方阵”。

近日，淮阳老中青作家梁彤瑾、钱良营、孙全鹏，
以个性化的表达，创作出一批可喜作品，分别是：梁
彤瑾的长篇小说《陈州印》，钱良营的长篇小说《草帽
虎之恋》《丁国庆的幸福梦》《攻坚》，孙全鹏的中短篇
小说集《幸福的花子》等。 这些作品以淮阳为背景，以
淮阳的风土人情为文化符号， 或写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淮阳被日军占领后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抗争，或
写伴着新中国成长的一代人，在梦想、追求、拼搏和
欢乐中走来， 个体命运随着时代的脉搏跌宕起伏的
故事， 或写近年来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中国脱

贫攻坚战， 成为一方土地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焦
点书写。

梁彤瑾和他的长篇小说《陈州印》

梁彤瑾的长篇小说《陈州印》以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的中原古城陈州为背景，记述 1938 年被日军占领
后陈州城百姓的苦难生活。 作品以刻字艺人梁甲印
的命运为题，刻画了一个热心助人、嫉恶如仇的爱国
青年，搜集日军情报，与日寇作斗争，解救无辜百姓，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日寇
投降后又打进国民党特务机

关，屡建奇功的人物形象。
小说笔法独特， 以作者

的记者经历记录这段历史 。
楔子中，据《豫东报》载，1938
年 6 月 9 日上午 9 时， 新编
第八师师长蒋再珍指挥挖开

花园口黄河大堤， 浩瀚汹涌
的黄河水一泻千里，河南、安
徽 、山东 、江苏 4 省 44 县市
受灾。 9 月 5 日，1000 余名日
本士兵在大贺中将的率领

下，用飞机 、大炮轮番轰炸 ，
炸毁几段陈州古城城墙 ，用
坦克车拱毁古城东大门 ，冲
进陈州城烧杀奸淫， 无恶不
作。 这部小说极具历史感，写
出了日寇占领下陈州的抗日

氛围和当地群众对日寇的反抗， 还原了战火下的陈
州城。

梁彤瑾，1948 年 2 月生于河南淮阳，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第六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曾任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报告文学研
究会副会长。 创作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 400 万字。
出版长篇小说 《生死归队 》《南沉北浮 》《陈州印 》3
部。 出版散文特写集《黑色将军戈壁》《紫色博格达
峰》《青色乌伦古湖》等 16 部。

钱良营和他的五卷本作品集

淮阳作家钱良营的五卷本作品集为长篇小说三

部《草帽虎之恋》《丁国庆的幸福梦》《攻坚》，中短篇
小说集两卷 《银白莲》（风情篇）、《扶贫博士》（乡土
篇）， 收录近年来刊发在国家核心文学期刊上的 25
篇作品。

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淮阳作家， 钱良营以
家乡的风土人情为背景， 把淮阳这一片热土当作一
个文化符号融入故事，用深情的笔墨讴歌这片土地，
讴歌这片土地上的火热生活。

长篇小说 《攻坚 》写的是豫东平原金龙湾村的
村民，世代在土里刨食，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 面对
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村党支部书记金大强 ，痛定
思痛 、艰苦创业 ，带领全村村民脱贫致富 、改旧创
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领飞雁 ”，使村民

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和幸福的乡村振兴之路，表达
了新一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人生的

不懈追求。
长篇小说《丁国庆的幸福梦》写的是丁国庆及伴

着新中国成长的一代，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从祖国
的花朵到国家的栋梁，既沐浴了阳光的温暖，也经历
了风雨的洗礼。 丁国庆感知着时代跃动的脉搏，不离
不弃地在幸福时光中追求美好的生活。 宽厚、容忍、
感恩和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造就了他坚韧的性
格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草帽虎之恋》写的是陈州金桥镇一带的民间艺
人，有着捏制泥泥狗的古老手艺。 作者借喻草帽虎独
特的艺术内涵， 讲述了发生在豫东平原某地一对青
年男女的成长经历和命运走向。 在波澜不惊的叙事
中，对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人物心灵、社会发展和进
步等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书写和刻画。

《扶贫博士》收录了作者中短篇乡土小说 12 篇。
作品以豫东平原的乡村为背景， 讲述了基层干部和
新时期农民在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中不畏艰辛、艰苦
创业、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感人故事。 作品充满了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人文关照。 作者用朴实的笔法，描绘了
一幅幅新农村瑰丽的画卷。

《银白莲》以作者居住的历史文化古城———陈州

城为背景，书写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在弘
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同时，向世界打开了古城陈
州的一扇窗户 。

钱良营，河南淮阳人，1955 年出生，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周口市小说学会会长。 曾任淮阳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龙湖》总编辑、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先
后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当代》《十
月》《莽原》 等众多知名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500 多万
字。 出版长篇小说《金龙湾》《老街坊》《包公下陈州》
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会走的湖》《陈州故事》等。创
作剧本《太昊陵》《包公下陈州》《卧阁清风》等。 有 20
余部（篇）文学作品获全国、省、市优秀作品奖和“五
个一工程”奖。

孙全鹏和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

《幸福的花子》是一部书写乡土变迁的中短篇小
说集，也是反映乡村振兴的一首时代赞歌，书中描写
了一个充满人生本色的精神原乡。 书里所选的中短
篇作品全是豫东的新时代叙事，沉淀着作者对“将军
寺村”故土深沉的热爱，并富含对时代和社会的纵深
思考。

在这本书中， 既可以看到一个父亲的 “别有用
心”、一个农村青年的追求失败、一个农村妇女的精
神救赎，还能读到自己的童年。

据《幸福的花子》责编、文心出版社编辑崔朝媛
介绍，该书的故事情节表达极具张力，并富有诗意，
既有对现实的强烈批判， 也有时代认知的自觉和清
醒，更有激励人心的振奋力量。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认为，《幸福的花子》 内容
丰富，容量很大，“将军寺村”这个独特的文学地标，
是作者很好的爆破点。 “阅读全鹏的小说，一股浓郁
的泥土气息立刻会扑面而来， 这些豫东特色的文化
空间很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看，
‘将军寺村’ 的时代叙事也应是中国叙事的一个缩
影。 ”张平说，这种写作的批判意识和责任意识，既是
现实题材的独特魅力之一， 也是讲述中国故事的生
动性和丰富性所在。

孙全鹏，1985 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作家协会理事 ，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淮阳区
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出版有长篇小说《幸福
的种子》、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中短篇小说集
《幸福的花子》等。 在《中国作家》《四川文学》《山西
文学》《山东文学》《当代人》《小说林》《阳光》等文学
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100 余万字。 获首届周兴嗣短
篇文学优秀文学奖、郑州第二十二届文学艺术优秀
成果奖等。 《幸福的日子》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
文学基金会“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5
统筹审读 董雪丹 责任编辑 李硕2024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聚焦

文化 热点

《
陈
州
印
》

梁
彤
瑾

著

钱良营的五卷本作品集

《
幸
福
的
花
子
》

孙
全
鹏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