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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为《牡丹》书写贺词：
六十年的过去，六十年的未来

10月29日下午，浓浓的秋
意在黄叶上晕开，阳光的热度
正好中和了秋风的凉，蓝天下
的秋景美极了。

一个个“牡丹人”，却对这
绝美的秋景无丝毫留恋，他们
迈着喜悦的步子，走进洛阳市
文化馆。二楼剧场里虽然光
线很暗，却美得难以描述，《牡
丹》文学杂志创刊六十周年朗
诵音乐会在此举行。

数十位洛阳朗诵圈里的
腕儿，和上百个与《牡丹》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欢聚一堂，
以经典文学作品朗诵音乐会
的形式，共同庆贺《牡丹》创刊
六十周年。

开场致辞，《牡丹》杂志社
社长杨晓红为这场活动“揭
幕”——回顾“牡丹”花开的历
程，感受“牡丹”花开的喜悦。

这 是 一 场“ 牡 丹 人 ”的
狂欢。

他们是在狂欢，但他们是
深沉与优雅的。那喜悦的情
绪，好似一朵红牡丹，红到发
紫，热烈地绽放，但依然内敛。

“南伫津桥岸，西望北邙山。九朝烟雨，铁马金粉付闲
谈。曾忆洛阳纸贵，又有缪斯新唱，传世必可观。描绘新天
地，纪胜仗此刊。六十载，关山越，起征帆。灯下兀兀白首，
冷眼对波澜。唯借梦中彩笔，寄意奇章佳句，妙手写清欢。

恐被东君误，独坐看牡丹。”①

在洛阳，爱文学，要看《牡丹》。
《牡丹》是桥。
“说到桥，我们都感到熟悉和亲切。桥是路的延伸,桥是

船的发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文学的历史，几乎和桥的历
史一样久远……文学在我们和当代世界之间架起了一个特
殊的通道，所以我们把文学也视为桥梁，一座文学桥，一座精
神上的桥。文学工作者，理应成为‘架桥者’，在人与人之间架
起一座理解信任之桥、互助友爱之桥，那是心灵上的和谐之

桥。在文学与社会之桥上，《牡丹》将与你携手同行……”②

值得庆幸的是，洛阳有《牡丹》这座文学桥，那些在“桥”
上走来走去、临水吟诗作赋的人，是一个个发自内心甚至从
骨子里敬畏文字的“牡丹人”。

“世上，唯文字写作这条路（或叫文学路）难走，沟坎尤
多，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条路，因此也最具魅力。然而，文学
又像恋爱，你一旦爱上它，就会深入骨髓，让你哭，让你笑，让
你梦，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很难摆脱……文学因是心灵的、
精神的，它一钱不值，却又价值连城。文学使我的灵魂得以
净化，使我的心灵得以舒展，虽然寂寞清贫，却能干干净净地

活在人世。”③

1957年1月，《牡丹》文学杂志创刊，栉风沐雨，已六十载。
20世纪80年代，《牡丹》步入辉煌期，发行量一度破百

万，一举奠定了它在文学界和期刊界的地位。
及至今天，《牡丹》依然坚持纯粹的严肃文学办刊思路，

品位高雅，文学活动异彩纷呈。
那些从《牡丹》迈出“文学路上第一步”的人，那些从《牡

丹》走上文坛的“牡丹人”，无不怀揣着一个璞玉般温润、宝
石般璀璨的文学梦。即便已至耄耋之年，他们的文学梦依然
年轻。

□记者 杨文静 文/图

1 文学桥

文学路2

3 文学梦
是主人！花谁非过客？

“文学青睐青年。年轻人好做文学梦……文学怕
‘老’，文学永远年轻。做文学梦的人会老，而梦总是
年轻的。每个文学梦都是一幅绚丽的蓝图、精彩的画
卷。文学需要大作家，文学造就大作家。大作家不可
多得，即使能称得上著名作家的，也只能是少数。对
于绝大多数做文学梦的人来说，过程比结局更重要。
基于此，《牡丹》应当甘作人梯，为一代文学新人铺路，
培养他们的文学梦。我倒主张《牡丹》不必急于追求
高级阶段、第三种境界。最好永远年轻！同广大文学
青年共处‘合群时期’，一起‘望尽天涯路’，做年轻的

梦，做年轻的文学梦！”④

扶持青年作家是《牡丹》一直坚持的办刊理念之
一。六十年来，《牡丹》在推介青年作家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朗诵音乐会上，有两名90后作家，一个叫王麦
顶，一个叫苏恺明。

上网一搜，王麦顶的简介一大堆，光作品名字就
有一串，比如长篇小说《上海一九三七》《大清御厨》
《替嫁丫鬟》，短篇小说《滚滚红尘》《春日迟迟》《红蔷
白薇》《灰姑娘的水晶鞋》《民国老上海往事》等。这姑
娘是从网络上红起来的，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她成
了一个“牡丹人”，进入“牡丹”这个大家庭，从线上来
到线下——文学创作的世界变得更广阔了。

苏恺明在《意林》杂志做编辑，此次专程从北京
来洛参加《牡丹》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他说：“我是
回来感恩的，感谢洛阳！感谢《牡丹》！”

苏恺明曾在洛阳上大学，那时，他心中有文学梦，
想走文学这条路。“梦想像花，没有土壤，没有水，花就
无法绽放。”他很庆幸，《牡丹》给了他梦想绽放的机
会，“我要把自己打磨成一块精致的石头，为文学这座
宫殿添砖加瓦，为《牡丹》锦上添花”。

用心捧新秀的《牡丹》，也深受名家的青睐，名家
新作不断在《牡丹》上发表。陈红涛朗诵的《我所欠父
亲的债务》，让在场的“牡丹人”感动不已，许多人流下
了眼泪。这篇散文发表于《牡丹》2001年第1期，作者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阎连科。

今年夏天，阎连科为《牡丹》创刊六十周年发来贺
词：“六十年的过去，六十年的未来。”

花开六十年。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醉心文学一

甲子，牡丹花开六十年。删繁就简勤磨砺，推陈出新

勇攀登；不忘初心长坚守，勇于开拓向未来！”⑤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愿《牡丹》常开，与你我
常相伴。

注释：

①《水调歌头·独坐看牡丹》，作者王小朋，《牡丹》
主编。

②节选自《牡丹》2007 年卷首语《桥—文学—社
会》，作者梅意辛，《牡丹》原主编。

③节选自散文《敬畏文字》，发表于《牡丹》2008年
第2期，作者马新朝（1953—2016），诗人、作家，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河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④节选自《年轻的梦》，发表于《牡丹》

1997 年第 4 期，作者黄秉忠，《牡丹》原主
编、《洛阳日报》原副总编。

⑤朗诵诗《花开六十年》，
作者梅意辛，《牡丹》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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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朗诵音乐
会在市文化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