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孔令玲

“我要感谢的土地既是里下河平原的丰
饶土地，更是给了书写以滋养的书本与理论，
只有这样，一朵乡土的花才可能开得更绚
烂。”近日，第五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公布，
高邮青年作家周荣池榜上有名。记者第一时
间对周荣池进行了采访，听他讲述在以里下
河平原村庄“南角墩”为文学地标的写作中，
用散文将村庄聚为众人家乡的深情付出与收
获。

书写乡土：
困难的事情才有价值

作为一名扎根于基层的作家，近年来，周
荣池以自己所在的村庄“南角墩”为原点，把

“大运河”地理和历史双重线性空间作延伸，
在散文与小说两种形式的双重表达中，体现
了一名基层作家致力新乡土写作的执着追
求。他先后创作出版了14部散文、小说作
品，8次获得国内重要专业文学奖项，其中散
文集《一个人的平原》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

周荣池的散文创作一直以“里下河平原”
为现场，形成了以“南角墩”为原点的文学地
标，实现了自身的独特探索与追求。从朴素
原生的《草木故园》、体现独特思考的《村庄的
真相》，到反映个体与时代命运的《一个人的
平原》、反思城乡关系的《村庄对我守口如
瓶》，再到《湖南文学》长篇散文专栏刊发的
《大地的角落》，其创作的初心坚守与不断创
新暗合着其人生境遇的变化和时代变迁纠葛
的深刻思考。

2023年第五期的《钟山》杂志刊载了其

十万字长篇散文《父恩》，成为其书写乡土散
文创作的一个全新收获。一直以来，周荣池
在散文方面收获了文学界的良好反响：《草木
故园》获得第四届汪曾祺文学奖，《一个人的
平原》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节
刻》获得三毛散文奖，《念母十章》获得丰子恺
散文奖，《上河之畔》获得第二十届百花文学
奖散文奖。其散文也多次被《新华文摘》《散
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中国散文年选》等选
刊和年度选本选载。

周荣池在散文创作中注重地方文化和文
学资源的梳理，其在《美文》杂志连载的系列
散文《汪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引起业内的广
泛关注。在该专栏文章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认为这一系列散文探索了故乡书写的新路
径，对中国散文传统进行了重新发掘，也实现
了换个角度看乡土的全新尝试。

与此前作者书写乡土的散文作品相比，
周荣池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重新进行思考和书
写。同时，作者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传、疏传
统，以传疏体的散文形式，对汪曾祺写到的人
物、场景作了详细的补充和注解，具有中国特
色。专家们表示，长期生活在熟悉的地方空
间的作家，能否突破空间的局限，真正写出普
遍性的精神和灵魂，是当下“在乡”写作面临
的问题与考验，而周荣池在新的系列散文里
已经为走出“乡愁式书写”进行了有效尝试，
让文本具有“异乡感”，其创作思路和探索是
值得肯定的。

“在文学界，书写‘乡土散文’面临着双重
的困境。首先散文是一种在艺术水准上被忽
视的文体，不如小说那样被重视与研究，写作
者本身也疏于自律和警惕。同时，乡土作为
文学题材的大宗，面对乡土的文学态度、情绪
和办法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和提升，所以单
一地写‘乡土散文’，可能是‘在一条宽阔的大
路上逆行’——当然，我觉得困难的事情才有
价值，追逐的过程本身就是诗意。”谈到散文
创作，周荣池颇有感触地说。

踞守平原：
未来更依赖现场与过往

周荣池的文学创作，一手用散文写作表
达“心灵史”，一手以小说创作体现“时代
性”。他既醉心散文写作，也在小说写作方面
有自己的追求，努力地用两种形式去挖掘与
表达乡土。

“小说和散文，更像是‘虚与实’的相互对
应与观照，小说能抵达更多现实无以照见的
部分，而散文可能更具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
情绪。我在散文写作方面更在意的是个人经
验的表达，它的优势在于真切；而在小说中，
我又能以象征委婉的办法，道出过去和当下
无以直言的深情，我更在意于这些小说中表

达某种期待，因为未来可能更依赖现场和过
往。”周荣池说。

周荣池以里下河平原为背景创作的长
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姊
妹篇，以其纪实的风格、唯美的表达，展现了
新农村建设的壮阔历程和真实图景。《李光
荣当村官》作为扬州市文艺引导资金重点扶
持项目，获得扬州市“五个一工程奖”。《李光
荣下乡记》作为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大淖
新事》以故事新说的形式，展现了以好人风
尚为主旨的时代新风，又蕴含着大淖河的诗
情和风情。长篇小说《单厍》（原名《哪儿来
的锣鼓声》）作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在
《小说月报》中长篇专刊发表，出版后获得江
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文艺报》《文
学报》等重点文艺报刊多次刊发专版访谈和
评论文章。

在关注现实主义题材的同时，周荣池还注
重挖掘传统红色文化资源，先后创作出版了
《夜行者——毛福轩传》《新生——成贻宾传》
《寻路——马克昌传》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作
品。“我知道小说的写作虽然要‘离地三尺’，但
我们的脚一定要踩在大地之上，让平原上的土
地一直成为我们的现场。我所讲的踞守平原，
不仅仅是这一块我脚下的土地，更是要让自己
的写作一直具有‘现场感’，一种充满着深情和
力量的‘现实主义’，在过去和当下的事实中找
到走向未来的一种文学力量。”对于这些逼近
事实的纪实类作品，周荣池有着自己的思考。

注重反观：
每一朵花开都要感谢土地

周荣池文学创作中聚焦自己的角落，在
地理和文学层面构建了双重的“南角墩”为原
点文学地标。在写作中，他也注重其作品的
理论研究和自身理论素养的提升。

“南角墩”是一个充满深情与深意的书写
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刻意”的地标营
造与文学建设。“书写乡土并不是为了成为乡

土，我最终是因为离开了乡土才有机会书写
乡土。我既要向乡土致敬，更要向书本和文
学致敬。”周荣池说，如果没有作为抒情与理
性的文学写作，今天他可能没有办法陈述这
一切，因此他越来越注重写作上的反观与思
考。

为了提升自身创作理论素养，周荣池参
加了2023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43期高研班
为期三个月的进修。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新
一部长篇散文《大地的角落》，这也是其于城
乡关系问题上在文学领域新的探索和收获。

“实践”与“理论”的问题，在一个关注乡土散
文写作者的身上，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这
也让我们在青年一代作家身上看到了许多的
光亮。

周荣池在写作中对理论的关注是自觉
的，也是显得清醒而警惕的，这也让他在不断
自我规划和引导自己的写作，在里下河的平
原上收获了众多的成果。当然，这些理论思
索的本身，也是花开朵朵的收获，如《在乡土
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我要写出里下河
土地的光荣》《我愿为里下河立传》《乡土文学
要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书写古老乡土究竟如
何出新？》《为大地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严》等
一系列专题访谈和报道。同时，周荣池还注
重关注业界的动态，出版了理论专著《一个人
的批评》，并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
报》《广西文学》等报刊发表评论研究文章数
十万字，并在《扬州日报》开设文艺专栏“书余
弄厨”。

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周荣池还热心
文学组织工作。2022年起，他担任扬州市作
家协会主席，其间推动了高邮创成中国文学
之乡，江苏省首家中国作协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落户扬州，引来一批文学名家书写平原、运
河以及古城扬州，让文学如运河之水深情灌
溉和滋润着江北的土地。

“我的每一笔书写其实都是大地自己的
抒情，作为现场的见证者和观察者，我们就是
一名虔诚而深情的记录者。”提到几乎三两天
就要回一次的南角墩，周荣池说。

周荣池：每一朵花开都要感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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