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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青文学奖”
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2015年，周瑄璞以自己家乡为原型

创作的长篇小说《多湾》出版，荣获第五

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在这部长

篇小说中，她透过一个叫季瓷的中原农

村女性，讲述了一个悠长而动人的家族

故事。七十余年时光，五代人的命运，

从偏远乡村到大都市，如家乡的颍河水

奔腾不息。其中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挖

掘之深，堪称是一部“女性成长史”。作

家贾平凹曾这样评论《多湾》：“一个柔

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当然还是

家族故事，写法也传统，但厚实沉稳，枝

繁叶茂，又充满女性的细致缠绵。”2023

年10月，周瑄璞的最新长篇现实题材力

作《芬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作

品也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

在《芬芳》中，周瑄璞延续《多湾》

里的家族史诗风格，再度将目光投向

中原大地，书写个人与家族、农村与城

镇的历史演变及内在变化，用文学向故

土致敬。

为普通人物立传
书写乡村儿女的奋斗故事

从“芬芳”作为书名也可以预测到，

周瑄璞继续将女性人物作为刻画重

点。写她们的发芽、开花与收获。这些

人渺小、平凡，同时也善良、坚韧，扎实

走过自己的生命历程，令人感动。周瑄

璞的笔触善美、诗意、细腻，在为普通人

物立传的同时，也书写着乡村发展之路

和乡村儿女奋斗的故事。

杨烈芳、罗巧芬、杨素芬等女性是

《芬芳》里的重要存在。她们命运各异，

但都有着旺盛的甚至是强悍的生命

力。她们一无所有，一往无前地打拼

生活，奋斗、执着、坚强、勤奋，有着不

竭的动力与热望。周瑄璞也将自己

对家乡这些女性的欣赏，表现在字里

行间。此外，她也把家族之间互相帮

衬、血浓于水的亲情热烈地展示出来，

让读者在这个快节奏的当下感受到那

种真挚浓厚的情谊。作品中，她对故

乡那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也让人

动容。

方言里往往蕴含着鲜活生动的生

活气息。优秀的作家善于将方言的妙

处体现到自己的作品中。在《芬芳》中，

周瑄璞描摹元气淋漓的鲜活细节时，就

将中原语调、河南方言使用得恰到好

处，让人阅读时犹如置身于其时其境。

不郎盖、不醒世、栽嘴儿、麦秸火性……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可以切身体会到

故事中人物的神态表情，感受他们的幽

默、无奈、倔强，甚至可以闻到河南泥土

的芬芳气息。

周瑄璞不担心有的读者看不懂这

些方言，“方言的魅力其实也在于似懂

非懂有所懂，它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必须

结合上下文来理解。第一次出现不懂，

第二次出现不懂，第三次出现时，就有

些懂了。我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

不需每个都去注解，要相信读者的领悟

能力。当然，我对方言的使用也注意掌

握了尺度，不论是量的使用还是感情色

彩的运用，在幽默的基础上有所节制，

不至于显得过于繁复。”周瑄璞还提到，

其实很多方言都是古汉语，千百年来流

传下来的，非常雅致。“比如《水浒传》

《红楼梦》中的很多词语，我们老家还在

用着。比如罗唣、精细、天待黑……这

些词，好听又文雅。”

对于80后一代人来说，很多

人对吉雪萍这个名字不陌生。她

是热播剧《十六岁的花季》的主

演，也曾主持过《正大综艺》等热

门综艺节目。近些年来，她逐渐

转向幕后，专注于儿童教育领域，

并通过持续学习，获得心理学博

士学位。

近日，吉雪萍的个人首部图

书作品《世间的因》由浙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并在上海举行新书发

布会。在发布会上她与自己多年

的朋友、足球明星范志毅一起对

谈，分享了自己写书背后的故事，

以及对生命际遇的领悟。

吉雪萍讲述了她的故事：三

年前，她突然遭遇人间至痛，失去

了最爱的女儿。被巨大痛苦侵

袭的她无法接受现实，感觉自己

怎么也走不下去了……痛到极

致，吉雪萍决定自救，她选择钻

研心理学，同时也决定将心路历

程写下来，通过文字疗伤。因

此，书中除了有她自己的成长故

事和人生领悟，更有长达十年陪

伴女儿寻医看病的详细过程。

女儿的去世让她“顿悟了生死无

常，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这样

的痛才能够觉察欢喜，获得力

量，我愿意去分享我内心的所

获，只为彼此内心的相应”。现

场回忆起这段悲痛往事，吉雪萍

不禁泪如雨下。

金星在该书的序中说，吉雪

萍通过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所坚

持追求的教育事业，慢慢整理出

了自己的亲子心路历程。“她没有

自私地锁在抽屉里，而是选择拿

出来分享给所有对人生和家庭有

困惑的人。这本书的意义远远超

过了它本身的价值。”吉雪萍说自

己很幸运可以走出悲痛，同时她

也知道还有其他的人和曾经的自

己一样深陷痛苦，无法自拔。因

此她希望更多正因烦恼被困的朋

友看到这本书时，可以获得帮助，

内心少一份痛苦，多一份欢喜和

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出版方供图

吉雪萍出新书

以文字疗愈
丧女之痛从《多湾》到《芬芳》

作家周瑄璞用文学向中原乡土致敬

记者：你在《多湾》中把你们老家那
个叫大周的村庄写得很透了，这次《芬
芳》能看得出来原型写的依然是家乡那
个村庄，这次怎么找到新的角度的？

周瑄璞：跟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有

关。《多湾》从20世纪初写起，很多故事

与细节都是听来的。《芬芳》从上世纪70

年代写起，大多都是我亲眼见到的、经

历的、可感可触的。时代风貌不同，写

出来的感受肯定不一样。一个村庄可

写的太多了，每一家都有故事，推开每

扇门都在上演着。我村人说，“你今后

光写咱大周都写不完”。

记者：你在河南农村只生活了几
年，但从你的作品可以看出，你对河南
农村非常熟悉，对河南农村的过去、现
在，各种方面的变化细节，都掌握得非
常准确，感觉你好像一直没离开过家乡
似的。

周瑄璞：其实我近些年来不断回到

老家，尤其是2019年因为中国作协定点

深入生活项目而返乡调查。回到老家，

我在村上曾断续住了几个月，写了非虚

构作品《回大周记》。这本书出版之后，

我发现还有很多没有写到的故事，于是

又写了一本《大周表情》，已经交给出版

社，大约明年春天出版。其实2019年刚

回去的时候，也有很多陌生的东西，跟

几十年前对接不上，但毕竟我从语言和

情感上是完全熟悉的，随着每年几次、

每次十天左右的驻扎，很快就把断了的

事物感觉接上了。

记者：你小时候在河南漯河生活的
日子，是沉浸式的。这应该是后来多
少次回乡也代替不了的，那段时光成
为了你文学写作的一个富矿，可以这么
说吗？

周瑄璞：是的，童年往往奠定一个

人的一生。

记者：从《多湾》到《芬芳》，女性人
物在你的笔下有非常多的表现。对于
中原农村的女性，你有着格外的关注、
观察或者感情。你觉得，在性格各异之
外，她们有哪些共通之处？

周瑄璞：在我的感受中，中原农村

女性真诚、善良、勤劳、厚道，像土地一样

包容和温暖。很传统，对生活很温顺。

记者：这里面有自己曾经经历的
真实生活吗？故事里是否有你自己的
影子？

周瑄璞：我个人经历和影子在这部

作品中很少，几乎没有。我不在，但又

处处在，因为很多人处理事情的方式、

每一个人物的价值观，都是我让他们这

样去做的。

记者：在《芬芳》中能读出，里面的
角色说话自带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
感，在另外一位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的小
说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你怎么理解这
种幽默感？

周瑄璞：这种自带幽默，是在长期

艰苦生活无奈之下自我开解的一种方

式。面对生活压力，人会主动选择柔软

而顺滑，于是就产生了自嘲和幽默。而

好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适当的幽默感，

当然要有尺度，不能流于油滑，而是参透

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达观和纾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祖木热提

周瑄璞：“一个村庄可写的太多了”
对话

在当下文坛，作家周瑄璞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常年居住在陕西，是西安作家，近年她的文学写作却一直跟河南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也因此被称为“中原作家群里的省外游子”。1970年，周瑄璞出生于河南漯河临颍大周村，在那里度过了

童年时光。1979年夏天，她被父母接往西安上学，离开了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四十多年来，周瑄璞一直生活在西安，但故乡却
成为她“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有人问她，她的童年与
写作是什么关系，她的回答是：“几乎是一切的来源”。

吉雪萍新书《世间的因》。

周瑄璞 孙杰 摄

周瑄璞作品《芬芳》。作家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