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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
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克红受洛
阳日报社洛教融媒邀请，到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简
称洛一高附小），为洛报小记者及师生代表带来一场别开生面
的“小记者对话大作家”公益课。

本次公益课的主题为“文学之旅，与梦同行”，由洛阳日报
社洛教融媒、民进洛阳市委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洛报研学
游中心、洛一高附小承办。在活动现场，洛阳日报社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李勇，洛一高附小副校级协理员黄丽芹，分别
为赵克红颁发“洛报教育智库专家”“洛一高附小文学副校长”
聘书。

数十年来，赵克红笔耕不辍，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
成就。他手捧冰心散文奖、中国长诗最佳成就奖、奔流文学
奖、中国诗歌春晚十佳诗人等诸多荣誉；在《人民文学》《中国
作家》《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期刊发表作品近
千篇；出版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集等10余部
著作……

“文学创作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公益课上，赵克红深情回
忆了自己的文学之旅。从幼时对各类书籍爱不释手，到上学
后对写作充满热情，再到工作后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文学创
作。他的故事，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1984年，赵克红因严重偏科高考失利，进入铁路系统成了
一名养路工。这是一份高强度的户外工作，休息时间也很少，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成为作家的梦想。“每天收工回到工区，无
论再苦再累，我要么拿书阅读，要么拿笔写作。我把业余时间
都用在读书和创作上。”他回忆，自己对写作完全达到了痴迷
的程度，冬天，屋里没有炉火，手冻僵了就钻进袖子里暖一会
儿继续写作；盛夏酷热难耐，工友们坐在屋外乘凉，他却把自
己关在宿舍里，埋头笔耕。

钢轨、枕木、道砟、养路工、巡道工、列车员、运转车长……
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创作对象。“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铁路上
的人和事，仔细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了许多反
映他们思想情感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赵克红说，由于他的作
品紧贴时代与现实生活，不少作品都发表了。

“工作虽然艰苦，但有了文学这个惺惺相惜的知己，我过
得充实而快乐。”赵克红说，随着他的两本诗集《燃烧的情愫》
《心的祈祷》陆续出版，他的文学创作成果引起了单位领导的
关注。很快，他被调到了洛阳铁路分局文协，负责内部文学刊
物的编辑工作。“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岗位。”赵克红说，从此，他
的命运因文学而改变了。

看到在座的74位语文老师，赵克红讲起了自己的一位
文学“领路人”——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曹老师。

“当时，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从洛阳转学至青
海。在那里，我认识了曹老师，就是他鼓励我踏上文学
之路的。”赵克红说，曹老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常常
把赵克红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里讲评，还帮助他向报刊
投稿。

来自老师的肯定和同学们的羡慕，让赵克红信心倍增，
他更加喜爱创作，连续不断地写出一篇篇佳作。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刊登在报刊上，我的心激动得怦怦
直跳，自豪感油然而生！”回忆起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
字的时刻，赵克红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听说有不少同学积极向《洛阳晚报·教育周刊》《河洛
生活导报·洛阳教育》投稿，他特意分享了自己创作的灵
感来源：“有很多同学可能觉得，写作文太难了，总是不
知道该写点儿啥？其实，文学从生活中来，抒发的是真
性情。”

“同学们，我和你们一样，很荣幸出生、成长于洛阳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当我有灵感就记
录下来。”赵克红说，洛阳对他而言，既是汲取精神营养的
根据地，也是文学创作的精神高地，他创作出内容丰富的
散文——二里头、洛浦、黄河湿地、龙门、老君山、老城等地，
在他笔下信手采撷，娓娓道来。

此外，凭借散文《回望故乡》，赵克红成为我市首位获得
冰心散文奖的作家。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
经中国作协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散文专项奖，自2000年开始
举办评选活动，铁凝、贾平凹等400多位作家先后获得该
奖。冰心散文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列，是我国文
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

赵克红的诗歌多次入选多种“诗歌年选”，其中新华
出版社《中国年度优秀诗歌》曾连续 12 年收入他的诗
歌。他的散文还被收入《中学生每日一读》《小学生每
日一读》《中国散文年选》《中国精短散文年选》等多种
选本。

“有的同学可能不认识我，但说不定已经读过我的散文
和诗歌。”赵克红说，这些年，他的不少作品被选入多个省、
市的中小学考卷中，甚至有家长专门找他的散文来给孩子
做阅读训练。

在公益课现场，赵克红精选3篇曾入选多地试卷的散
文为孩子们讲解写作技巧，洛一高附小的张程栋等同学声
情并茂地阅读全文，不少师生随着齐声朗诵，现场气氛热
烈。“多读多写，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秘诀。”赵克红说，他建议
孩子们多读名家名著，这些作品经过历史积淀和考验，其艺
术性和可读性都很强，适合精读。

活动最后，赵克红为洛报小记者签名赠送自己最新出
版的散文集《复活的河流》，并在每本书的扉页写下对他们
的鼓励与期望。民进洛阳市委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也为孩子
们送去200余本优秀期刊《小百花》。

公益课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他鼓励同学们勇敢追求
自己的梦想，争取将来在各行各业取得非凡的成绩。“赵老
师用自己的文学之路和创作经验，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
深刻的文学课。”师生们纷纷表示，本次公益课让大家更加
热爱文学、热爱阅读、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将以赵克红为榜
样，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小记者与语文老师现场询问写作秘诀——

赵克红：“善于从日常点滴中发现不平凡”

“文学创作改变了我的命运”

“文学从生活中来，抒发的是真性情”

“多读多写，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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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记者对话大作家”公益课互动问答环节，洛
报小记者与老师们积极咨询写作秘诀，赵克红逐一进
行回答。

●洛报小记者刘慕涵：您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
诗歌创作中的元素呢？

赵克红：将生活素材转化为诗歌创作元素的过
程，与细腻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分不开。写作，要善
于从日常点滴中发现不平凡，无论是街角的风景、人
间的温情，还是自然的变迁，都能成为作者笔下灵动
的意象。然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手
法，将平凡的生活素材升华为具有深刻内涵和诗意美
的元素。

●洛报小记者王彦泽：在您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
哪些经典文学作品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克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典文学作品和作者的
影响是不可或缺的。年轻时，我非常喜欢李白、苏东坡、辛
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印度诗人泰戈尔和美国诗人惠特曼
的诗，我也很喜欢，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章，我至今都能背
诵。它们不仅提升了我的文学素养，更激发了我对创作的
热爱，并让我在写作时能够拥有更加深厚的情感底蕴和独
特的艺术视角。

●洛报小记者张靖浛：赵老师，成为您这样的
大作家，一天要写多少字？

赵克红：成为作家并不是靠每天写多少字来衡量的，
重要的是要保持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我是个非常珍惜
时间的人，每天除了各类文学笔会、必要的工作，还会尽量
多写一些。写作需要高度自律，我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
意义的事情上，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每月发表十几篇文
章。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不断积累和提升，就一定能在
写作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同学们，请保持对写作
的热爱！

●语文老师李子晴：现在，孩子们受网络影响
很大，写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网络词语和过于口语化的
表达，要减少这些情况的出现，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赵克红：可以多引导孩子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让他们
感受规范语言的魅力。老师们也可以在课堂上讲解网络
词语和口语化表达的局限性，增强孩子的语言鉴别能力。
另外，多让孩子参与写作练习和修改，通过实践来规范他
们的语言表达。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在家庭交流中尽量使
用规范化的语言表达，为孩子树立榜样。

●语文老师孙瑞：对于刚刚入行的文学创作者来
说，您认为最重要的写作技巧是什么？如何克服写作
时的拖延或瓶颈？

赵克红：对于刚入行的写作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写作
技巧就是学会观察和感受生活。想克服写作时的拖延或
瓶颈，可以试着先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每天写一段文字，
慢慢培养写作习惯。写作时，不要过于追求完美，可以先
将你想写的东西写下来，再慢慢修改，还可以找一些对写
作感兴趣的小伙伴互相鼓励和督促。当遇到瓶颈时，不妨
放下笔，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著名作家赵克红受邀与洛报小记者面对面分享文学之路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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