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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远树，云影在丰饶的
大地上滚动，金黄的秋天来到
了；从 1985至 2020，一本区级
文学期刊，筚路蓝缕，启山育
林，迎来了它的35岁、100期。

鄞州区文联把百期纪念活动
办成了一次新老作者、
读者与编辑的叙旧，大
伙描述着自己的手写文
字变成铅字一刻的喜
悦，追忆这本刊物的名
称如何由《东钱湖》变
身 《梁 祝》《鄞 州 文
学》，感慨自己从一名
文青变成“文老”，探
究一本“内刊”靠什么
维持着自己的长度和温
度。

这份温度首先表现
为它对一名文学爱好者
最初的垂青和鼓舞。如
果编辑们没有记错的
话，现已“著作等身”
的作家天涯，当年发表
文章时用的还是本名沈
淑波；虎背熊腰的葛吉
华给自己取了个妖娆的
笔名：姬婳；宁波市作
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
主荣荣，1992年发表在
《东钱湖》 上的组诗，
名曰 《雅歌》；而青年
作家赵挺在《梁祝》上
发表中篇小说《失落的
哥特夜》 时，年方二
十。

“ 文 学 抱 慰 人
生”——从宁波开启文
学之旅、时下创作风头
正健的浙江省作协主席
艾伟，为 《鄞州文学》
100 期题写的贺词，道
出了一本文学期刊除了

“孵化”作者之外的第
二重“温度”。27 岁和 37 岁那
年，艾伟分别在鄞州的这本刊物
上发表了小说《温柔地窥视你》
《表姐和她的猫》。我们无从猜测
这位“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生如
何迷恋上缪斯女神，却知道他的
长篇 《风和日丽》 被改编成 35
集的电视连续剧，受到全国观众
热捧，而他的六部长篇以及若干
部中短篇小说集里，一直虚构了

一座与甬城同音的南方城市——
“永城”。这座美丽城市曾经给予
他丰沛的想象，现在他用作品中
不断跳出的“三江口”“法院
巷”“和义大道”等宁波符号予
以反哺，并饱含深情地把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书写得“像汤
团一样”热情、实在、包
容 、 开 放 ， 且 有 一 颗

“仁”心。
《鄞州文学》 是一本

区级内部刊物。在新中国
70 余年文学历程中，文
学内刊一直扮演着重要参
与者的角色。它们扎根基
层，分布广泛，直接服务
于当地的文学发展、文化
建设，为文学人才的发现
和培养，为当地群众文学
生活的丰富和提升，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人民文
学》 杂志主编施战军坦
言，是内刊点燃了他最初
的文学火苗。几年前他来
宁波，特意为 《鄞州文
学》 写下“丰饶的鄞州，
丰盛的文学宝地”的题
词。

纪念活动现场，井然
摆放着由沙孟海、史晓卿
等书家题写刊名的历年鄞
州文学期刊，100期，一
期不拉。尤为难得的是，
人们看到了一批工工整整
手写的作者原稿，上面留
有编辑认认真真的修改笔
迹。显然，这些手稿是编
辑小心翼翼保留下来的。
当我想象在经过漫长岁月
或一次次搬家之后，编辑
们仍把别人甚至是素不相
识陌生人写的那些文字视
作珍藏，心生感动。

一份刊物的品质和趣
味，编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
爱，决定着一本文学期刊的长度
和温度。

一
本
文
学
期
刊
的
长
度
和
温
度

叶
向
群

“让鄞州的江、河、湖、海、
城插上文学的翅膀，让鄞州大地无
处不散发出强烈的文学气息⋯⋯人
生很短，文学很长。创造到老、书
写到老、敲击到老、追求开拓到
老。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是在最美
好的时代遇见了最美好的你们，因
为 文 学 。” 鄞 州 区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区文联主席邵斌在鄞州文学期
刊 100 期庆典暨读者作者编者联谊
会上说。

2015 年，《梁祝》变身《鄞州文
学》，同时开创出《鄞州文艺评论》

《鄞州散文》《鄞州诗刊》文学期刊矩
阵，邵斌回顾当时的缘起：“期刊改
名，就是要突出鄞州，叫响‘鄞’地文

化，让千年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目前，随着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区
作协下属的小说、散文、诗歌创委会
等先后成立，鄞州文学创作队伍更
加具有组织性，作家和评论家的创
作热情得到了进一步激发。

“多少年来，我把自己在文学
方面的成长归功于当年 《梁祝》 给
予我的鼓励、《鄞州文学》 给予我
的平台，是它让我积攒着创作的希
望，让我享受着创作的快乐。”区
作协理事、19 岁从东北老家来到
鄞州工作的张淑琴说。

徐海蛟可以说是从 《梁祝》 起
步，在目前国内文坛具有一定知名
度的鄞地作家中的佼佼者。如今，
他是 《鄞州散文》 的主编，对此他
深有感触：“当我 20 岁出头，还是
一名小学老师时，《梁祝》 上重磅
推出了我的一组 2 万多字的散文，
这本杂志我收藏至今。”

徐海蛟由此在写作这条路上走
了很多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省作协散文创委会委员，曾获
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五
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出版了 《山河
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寒霜与
玫瑰的道路》 等 13 部书籍。

“我希望 《鄞州散文》 能给年
轻人、给鄞州文学的未来多一点机
会和期待，就像 《梁祝》 和当年的
我。我们为此设立了‘少年’这个
栏目，就是希望鄞州的文学期刊成
为未来作家出发的一个站台。”徐
海蛟说。

卢小东介绍，35 年来，鄞州
文学期刊的存在，推动着鄞州文学
氛围愈加浓厚，并以此作为一个平
台，在区委宣传部和区文联的支持
下，通过与 《人民文学》 杂志及国
内文学界的互动，通过改稿会、采
风、作家写作营等形式，让本土作
家与国内名家面对面交流，“文学
期刊在发展，鄞州作家群体在提
升，见证着这样美好的良性互动，
是热爱文学之人的幸福”。

卢小东表示，100 期是个里程
碑，更是新的起点：“文学的魅力
永在，让我们在星空下叩问灵魂，
静听花开，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满
怀信心地走下去！”

传承文脉，在美好的时代遇见

当时风月故依然
——35年，鄞州文学的丰饶记忆

吴海霞

11月18日，“当时风月故依然”鄞州文学期刊100期庆典暨读者作者编者联谊会举行。

35年，从《东钱湖》的报纸版到杂志版，从《梁祝》到《鄞州文学》，尽管名称和风格在变，读者作者编

者在变，但作为鄞州文学阵地的使命没有变。

市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荣荣回忆从学生时代成为《东钱湖》的作者之后的一路历程时表示：“鄞州

文学期刊滋养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代作家和作者，以此为平台，使一批作家走向了国内文坛，她已经是鄞州乃

至宁波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丰饶的鄞州，丰盛的文学宝地。”这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写给鄞州文学期刊的题词。

“ 《鄞州文学》 出刊百期了，
高兴之余我感叹光阴飞快，几十年
就是一瞬！一连串的回忆像电影一
样在头脑里走过⋯⋯”首任鄞县作
协主席、时任鄞县文化馆文艺部主
任的袁吉发兴致勃勃地在他的诗行
里回忆文联刊物《东钱湖》的诞生。

“ 鄞 县 文 联 成 立 后 不 久 的 一
天，文联创始人之一徐秉令走进我
办公的房间。他要我参与为文联办
一个刊物，取名 《东钱湖》。我当
时正在编辑文化馆 《鄞县文艺》 杂
志，立刻响应！于是，我负责在业
余作者的来稿中精选佳作，徐秉令
去杭州拜访书法泰斗沙孟海，请他
为刊物题名⋯⋯”

袁吉发清楚地记得，第一期
《东钱湖》 以报纸形式出版，头版
发表的是当时鄞州文坛“小说三剑
客”之一徐剑飞的小说 《妹妹哟》。

出了三期报纸觉得不过瘾，决
定改成杂志，从 1985 年 5 月的报纸
版 《东钱湖》，到 1986 年 9 月印发
第一期 《东钱湖》 杂志，鄞州的文
学期刊，就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在一片碧波荡漾之中启航了。

作为鄞州区文联“元老级”人

物，擅长散文写作的徐秉令不仅担
任 《东钱湖》 责任编辑和主编，还
曾是鄞州区作协的前身——鄞县文
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他回忆：“那
个时期之所以要办文学刊物，是因
为当时文学鄞军在市里、省里，已
有一定影响力，我们有周冠明等在
省里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实力作家，
还有徐剑飞、周长城、何龙达等小
说、诗歌作者。有一年全省青年创
作会，鄞县去参加的人数比其他
区、县都多。再往后，市里的作家
也给 《东钱湖》 投稿，如后来成为
名家的荣荣、艾伟等。”

《东钱湖》 虽然是季刊，但因
为经费不足等因素，一年四期不能
按时刊出，且没有专职的责任编
辑。然而，杂志编委会坚守着这片
文学的净土，同时聚集了一批作者
队伍。

《东钱湖》 办到 2001 年停刊。

2004 年，《梁祝》 杂志诞生。
时任主编的徐剑飞，当时是鄞州区
文联副主席、区作协主席，她告诉
笔者，《东钱湖》 是因为当时内部
刊物整顿而停刊，但无论怎么样，
鄞州需要一份文学期刊，需要一个
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需要培养文
学鄞军的阵地和平台。这是大家的
共识。

在她和时任区文联主席麻承照
等人的努力下，经区委宣传部批
准，《梁祝》 创刊。

“当时鄞州正在创建‘中国梁
祝文化之乡’，这是鄞州一张可以
走向全国的文化名片，于是，文学
刊物就以此为名。”徐剑飞说。

与 《东钱湖》 不同的是，《梁
祝》 不仅厚度上有所增加，在稿件
的选择上更注重纯文学性，原先

《东钱湖》 时期的戏剧曲艺类作品
都消失不见了，以散文、小说、诗

歌、文艺评论等体裁为主。
“ 《梁祝》 成立了力量更强大

的编委会阵容，编委中的成员有一
些来自新闻单位，所以在创办杂志
的时候，特别具有策划意识，并有
意识推出主打作家和主打作品，在
版式设计上也更具有文学期刊风
格，徐海蛟、余余等作家就是通过

《梁祝》 脱颖而出。”
继作家天涯之后，诗人成风

2006 年 担 任 《梁 祝》 责 任 编 辑 ，
此后十余年，他见证了从 《梁祝》
到 《鄞州文学》 的发展之路。

“ 《梁祝》 的 10 年，是鄞州
写作群体承上启下的 10 年，原先
的一代作家还在写，更年轻的 80
后、90 后开始崭露头角。”成风回
忆起当时 《梁祝》 杂志在关注和培
养写作群体时，对外来务工人员、
90 后群体的关注，同时，《梁祝》
还保留了“堇地风”等展示地域历
史人文的专栏。

2015 年之后，迎来了以 《鄞
州文学》 为龙头，每年一期 《鄞州
散文》《鄞州诗刊》《鄞州文学评
论》 的期刊矩阵，鄞州文学园地一
派繁荣。

100期，35年闪亮的记忆

与前辈诗人袁吉发 《从碧波荡
漾到繁华似锦—— 〈鄞州文学〉 一
百期礼赞》 的诗作相呼应的，是现
任鄞州区作协主席卢小东的散文

《目录里的朋友》。
“在这么多期的目录中，有的

作者的名字仅出现过一次，闪电
般。有的在频繁出现无数次之后忽
然匿迹。出现或不出现，于目录上
很简单，在现实中则莫可名状。无
论如何，曾经被文学点燃过的人生
一段，于我无异于怒涛中的一片礁
石，无异于夜空里最闪烁或最黯淡
的一点星光。”卢小东在文中写道。

区文联为庆祝鄞州文学期刊的
100 期，专门出了一本 《当时风月

故依然》 的纪念刊，把 100 期的目
录全部收入其中，这些“目录里的朋
友”——尤其是鄞州的作家和作品，
也成为这 100 期走过的 35 年文学记
忆里，一个全景式观照的维度。

成为杂志后的首期 《东钱湖》
是报告文学专刊，“小说三剑客”
刘正标、吴言铭、徐剑飞，后来出
了好几本青春小说的谢武稼，后来
成为国内知名文化学者和作家的周

时奋，还有在 《东海》 等省级杂志
上发表文学作品的周冠明等，都是
那一期的作者。

此后的几期，当时风华正茂的
卢小东、朱田文等一批散文、诗歌作
者，开始进入《东钱湖》的目录。

值得关注的是 1991 年首次出
现在 《东钱湖》 杂志中的沈淑波

（天 涯）， 在 此 后 近 30 年 的 创 作
中，出版了二十多本书籍，获得
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
成为当下鄞州本土最勤奋的一位作
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鄞州本土
首位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

徐秉令回忆当时对她的发掘：
“我的邻居中有 《宁波日报》 的副
刊编辑，我听说他们要在奉化开副
刊作者笔会，其中有两个是鄞州
的，我就跟着去奉化当面和这两个
鄞州的文坛新人约稿，其中一个就
是天涯。”

此后，徐秉令作为 《东钱湖》
杂志主编，还专门为天涯举办过作
品研讨会，并为了让她顺利去四川
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笔会，特地到她
当时工作的工厂的厂长和所在的镇
领导那里做工作，也是那次笔会之
后的命运转折，让天涯逐渐向着职
业写作的人生方向前行。

《东钱湖》 杂志推出有创作实
力的新人还包括在国内多个权威期
刊发表小说的姬画 （又名姬婳），

其中一期的小说专栏上，有他和妻
子郑超的名字。作家伉俪的名字紧
挨在目录里，与多年之后，包丹
虹、天涯等的女儿、儿子在 《梁
祝》《鄞 州 文 学》 亮 相 的 “ 家 人
档”，都传为佳话。

骑着自行车相约去书店买书、
参加笔会纯粹是写稿和改稿⋯⋯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东钱湖》 目录
里的很多作品，飘散着农村田野的
乡土气息，飘散着鄞州作者对一方
热土的眷恋，目录里那些关于朋友
的回忆无比亲切，那个时代的人们
对文学有着无比纯粹的热爱。

2000 年 12 月，省作协授予鄞
县 作 协 “1997—1999 年 度 浙 江 省
文学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奖牌。

2010 年后，《梁祝》 更加包容
与开放，关注外来文化的交融，朱
平江的长篇小说三部曲 《猫头鹰又
叫了》 部分章节在 《梁祝》 上连
载，在网络时代，这是编辑收到的
少见的用手写的作品；从杭州到鄞
州来工作，在玩具厂从事产品设计
的韩文建，主动找到区文联，找到

《梁祝》，还把作品带过来；“打工
作家”葛志华的作品在 《梁祝》 上
发表之后不久，央视记者找到他作
了 专 访 ； 一 群 90 后 出 现 在 《梁
祝》 杂志上时，都还是学生，其中
姜山中学的林楠出了诗集，鄞州文
学新生力量，在七八年前就被杂志
关注。

从曹文轩、薛家柱等名家，到
高丽娜、赵嫣萍、姚丽、吕付平、
戴卓盛等鄞州本土创作群体，100
期的目录里，更多涌现的是鄞州文
学的精彩。

那些目录里的作家和作品

杂志社编辑与部分作者早年采风留影。（袁吉发供图）
杂志顾问杨东标先生赠予

《鄞州文学》100期的墨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