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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之于陕西商洛，迟子建之于黑
龙江漠河，莫言之于山东高密 ,沈从文之
于湘西风情……以故土作为自己创作的

“根据地”，成为当代众多作家进入文学创
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坚
实的文学准备，使霍邱作家庄有禄快速进
入创作的旺盛期。由于挚爱和稔熟，以及
近乎偏执的迷恋，庄有禄用心灵的笔，蘸
着它鲜活的汁液，勤恳地耕耘播种，收获
着喜悦，与古蓼这片厚土相互馈赠，彼此
骄傲。

2020年10月，庄有禄的《古蓼情思》由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31篇散文缤纷的声
色，穿越了烟波浩淼的岁月，折射出一座
人文积淀深厚的古城。该书扎根于传统文
化土壤，而又不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一
经问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各方关
注。10月31日，“庄有禄散文集《古蓼情思》
座谈研讨会”在霍邱县文旅体发展中心会
议室召开，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
明，霍邱县文旅体发展中心主任张健，老
作家王余九，皖西作家协会代表桑叶儿、
张军、任俊、王伟，以及霍邱本土作家诗
人、文化学者夏书阔、冯克强、赵克明、王
太贵、徐有亭、李胜玉、史云喜、张振旭、刘
家宝、刘瑞明、张玉良、张正武和媒体记者
等二十余人出席座谈研讨会。与会者对

《古蓼情思》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大家认为
《古蓼情思》文化韵味凝练、厚实，文采飞
扬，哲思敏锐，史迹沉沉。

会议由霍邱县文旅体发展中心主任
张健主持。

张健介绍说，霍邱县历年来对旅游工
作高度重视，不仅成立了高规格的旅游工
作指导委员会，大手笔编制了《霍邱县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霍邱县临淮岗景区创
建 规 划 》、《 霍 邱 县 乡 村 旅 游 总 体 规 划
(2016——— 2025年)》、《霍邱县红色旅游发
展规划(2020——— 2035年)》和《李特故居
保护和利用规划》，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和全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还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启动实施
全域旅游发展计划。我们要感谢庄有禄同
志为霍邱旅游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他虽然
离开县旅游局局长岗位已经三年多时间
了，但对霍邱的旅游事业依然一往情深。
这次出版的散文集《古蓼情思》，既是一部
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宣传霍邱旅游的好
工具，实现了文学随笔与地方传统文化结
合，用文学助推地方文旅发展的新气气象象。

张健欢迎大家到来，并希望大家给予
霍邱文旅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霍霍邱邱文文
旅将继续推动文学与地方旅游的融合发
展，利用文学回溯地方文化乡愁，传承地
方文化记忆，打造地方文化名片。

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明说，文
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
途径。文化旅游产业将是挖掘地方文化、
完善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撬动
地方经济腾飞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研
究文化旅游的特点，结合自身文化资源发
展旅游业意义重大。庄有禄的《古蓼情
思》，不仅仅只有风景，还有文物、史记、遗
址、古建，以及民俗风情等人文内涵。我和
庄有禄是同事，这个同志平时沉默寡言，
工作兢兢业业，我曾多次与他一起到外地
调研，一路上，他很少喧哗，每到一地，都
在细心观察，安静思考，回来后，总是能很
快拿出颇有见地的调研报告，此外，还发
表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透过这些作
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霍邱文旅发展密切
关注，一往情深。

随后，庄有禄发表了自己的创作感
言。他说：我于1989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
作品，后来在秘书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
其间也涂鸦了些文字，结交了一些师友，
然收获寥寥，权作练兵，为平淡的生活增
添一抹亮色。2009年秋，我转岗至县旅游
局，因忙于事务，近10年没有写作。2017年
6月退居二线，精力和时间上允许了，于是
就想着继续为霍邱的文化旅游事业做点
力所能及的小事。有了想法就立即付诸行
动，列出创作计划，把霍邱著名的文化旅
游资源梳理了一遍，倾己所能，从蓼城写
到临水，从水门塘、李氏庄园写到安阳山，
从城东湖、城西湖写到临淮岗，从母校写
到故园乡村，还写了霍邱的风情民俗和饮
食文化等等。近一年半时间，共创作了30

余篇散文随笔，在师友们的帮助鼓励下，
不揣冒昧，结集成册，交由团结出版社审
定出版发行，算作抛砖引玉，期待更多文
友创作更多的美文，大力宣传霍邱，为打

造文化旅游强县做出新的贡献。
霍邱老作家王余九发言说：我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认识庄有禄的，当时就感觉他
年轻有为，而且工作和学习都十分勤奋。
散文集《古蓼情思》我一字不落看完了，感
觉有些篇章意犹未尽，但感情是饱满的，
从中可以看出庄有禄对于旅游工作的不
舍，以及对于霍邱一草一木的深情……

霍邱作家夏书阔的发言总结了《古蓼
情思》的一个主题、两个法宝、三个特点：

一个主题：通读全书31篇文章，正如
封面上标注的“深爱着这里的父老乡亲和
生我养我的这一片厚土”，可见作者之深
情。

两个法宝：内涵上感觉作者“知识储
备丰富”，引经据典的句子比比皆是；外延
上发现作者“善于观察总结”，很接地气的
故事随处可见。

三个特点：一是景观和人文的巧妙结
合。全书写了霍邱的水门塘、城西湖、城东
湖、安阳山、李氏庄园、临水古镇和临淮岗
等处的景观，且篇篇彰显人文。二是历史
与当下的相互映衬。从开篇的《雅韵流芳
话蓼城》到《霍邱美食风味长》，有历史的
积淀和厚重，有当下的精彩和辉煌。三是
时令与年俗的传遽交织。比如写时令“秋”
的文章，就有《采秋》《晒秋》《深秋释怀》和

《秋天的打谷场》等，虽然都是写“秋”，但
是切入点不同，把霍邱丰收季节的“个性”
展示出来，唯我独有。还比如写年俗，《重
拾飘逝的年俗》《又闻腊肉扑鼻香》等文
章，把霍邱的年俗加以介绍，给人别具一
格的印象。而日子，也就在这“季节”与“年
份”的交替中流逝着……

虽然庄有禄先生《古蓼情思》里的31

篇文章，未必篇篇是范文、是经典，但是可
以肯定地说：填补了霍邱旅游的空白！

基层警察刘瑞明发言说：我在文学这
块充其量算是爱好者，我是基层派出所的
一名民警，是庄老师作品的普通读者，我
工作过的几个地方，人文积淀深厚，《古蓼

情思》中很多篇目的内容，我很熟悉，所以
说，这本书更加激起我对故乡的热爱。诗
人、记者徐有亭发言说：我曾经与庄主任
共事过一段时间，有好兄长、好领导、好朋
友多重关系。《古蓼情思》这本书还没来及
细读，但看目录，有很多文章我之前都在
报刊上拜读过，感觉值得我学习。

作家、退休教师赵克明在座谈时说：
常读庄有禄散文，留下深刻的印象，似可
概括为四个字：真、博、识、文。真，即真实、
真味、真情。博，即广博。识，即识见。文，即
文采。毫不夸张地说，《古蓼情思》既是“霍
邱文学现象”新的注脚，也一定会成为霍
邱旅游文化声名远播的一张精致名片。

诗人王太贵说，《古蓼情思》里有三
‘真’值得揣摩和学习，至少对我是这样
的：一是用真心去记录故乡山水美景，二
是用真情去捕捉故乡的味道，三是用真爱
去感受人间冷暖。我们生活在物质丰盈、
讯息发达、节奏紧张的时代，或许更想念
曾经的慢和质朴，怀念故乡的土地与河
流。感谢《古蓼情思》这本散文集，为我们
保存了一份真实的故乡记忆，我愿这种记
忆还能在生活中时时出现。

作家张正旭发言中称，他应该是庄有
禄的学生，拜读老师《古蓼情思》，感觉一
是简明扼要，匠心独运；二是追忆历史，记
录文旅文脉。作家、教师刘家宝从书名《古
蓼情思》谈了三点感受：一个“蓼”字上，是
了解霍邱的一张名片；一个“古”字上，让
读者在现代与历史间穿梭；一个‘情’字
上，瞬息有了血肉……

女作家李胜玉说：庄有禄是我很敬仰
的一位老师，沉默寡言，从不夸夸其谈，文
学功底深厚，他的文字中有烟火气息，生
活中，他又像邻家大哥，憨厚朴实……

诗人、作家桑叶儿因特殊原因向会议
提交了书面发言，简意如下：我和庄老师
相识与《JH分水岭》，这个平台让一些人得
以相识，得以相见。虽然我们相隔不远，在
此之前我也认识另外一些霍邱的朋友。对

霍邱的文化底蕴我一直都心生敬畏，对霍
邱的文化人也是。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
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对故乡的爱和执
念，都是烙在灵魂深处，都是刻在骨子里
的。庄老师亦是如此。从人到文字，从印象
到认知，他对霍邱的人和物，都有很多让
我向往和敬仰的地方。在他的文字里，岁
月更迭，霍邱的一草一木都是内敛的，带
着蓼城独有的气韵，让人读了便念念不
忘，欲罢不能。他写水，烟波浩渺的碧水便
如霍邱的女子，除了轻盈灵秀还有一种洒
脱和豪气。霍邱在外的影响力就更不用说
了。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在
小说、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剪纸、泥塑、
木刻、摄影等方面均有较高建树，所以才
会被文艺界称为“霍邱文艺现象”。

作家史云喜与诗人记者张正武从读
书和《古蓼情思》的价值谈了自己看法。史
云喜认为《古蓼情思》虽薄，但还是感觉沉
甸甸的；张正武说，读《古蓼情思》，让我更
深层次了解我们的霍邱……

摄影家张玉良发言说，暂不提文学，
单从推介旅游这个角度来讲，《古蓼情思》
是一本好书，如果当初在编辑排版时，考
虑穿插一些相应的图片那就更直观更完
美了……

收藏家冯克强说，推介宣传霍邱，我
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他愿意以自己
收藏的实物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素材和思
路，尤其是在红色文化方面……

座谈会气氛热烈，两个多小时转瞬即
逝，大家依然感到意犹未尽。

说到地域文化的未来，曾有人坦言
“不乐观”，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流动、信
息传播加快、交通不断改善，地域文化的
消失或趋同将不可避免，这种担心并不多
余。所幸的是，我们仍然能看到一小部分
人的努力，他们竭力推介着家乡旅游，挖
掘并记录着地域文化，这些积极的态度和
满腔热忱，就是传承地域文化的一缕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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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作家庄有禄的散文集《古蓼
情思》，我再一次感受到故乡对一个写
作者的塑造是神奇而持久的。这本散
文集，虽然不是很厚，但字里行间洋溢
的故乡之恋、赤子之情却是厚重而真
挚的。加上后记，32篇文章，或溯古抚
今，或故园魂牵，或把酒言欢，或乡野
漫步，只有一个深深眷念故乡的作家，
把灵魂都交给这片土地的人，才会写
出如此动情的文字。读完庄有禄的散
文，我有三点深刻感受。
一、用真心去记录故乡山水美景。

水门塘、姚李、城东湖、临淮岗、城西
湖、李氏庄园、安阳山等，这些凝聚着
淮河文化符号的事物，是霍邱人永远
挥之不去的印记，作为一个曾在旅游
部门担任过要职的作家，庄有禄曾为
霍邱文旅发展出力流汗，更是身体力
行，用笔端将热爱故乡的真情挥写出
来。这些描写故乡山水风景的文字，不
仅文采飞扬，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科普
和人文价值，比如《溢彩流金城东湖》
一文，写到临近湖岸的水域，“长满菱

角、芡实、茭白、辣蓼、菖蒲、芦苇、荻
柴、水葫莲、扎依草等……”比如《沧桑
巨变临淮岗》一文，对治淮工程的描
写，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号召，到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
把历史事件融入游记散文之中。文中
还写到民间泥塑、沿淮推剧等民间艺
术，真正体现了文旅不分家的思路。读
完这些文章，等于在纸上完成了对故
乡风景的一次拼图，以另一种方式回
归故乡。
二、用真情去捕捉故乡的味道。霍

邱地处江淮之间，物产丰饶，走千走万
不如淮河两岸。霍邱独特的饮食文化
历来让人如痴如醉。他写到霍邱临水
美酒酒香扑鼻，香味醇正。写乡村野
味，抽茅衣、摘灯笼果、挖老鸹爪、采桑
葚等，儿时顽劣不失为一种欢乐。《喜
食粉丝》一文，以普通食物粉丝道出儿
时生活艰辛，而对粉丝的钟爱其实是
对童年时光和亲情的怀念。而《霍邱美
食风味长》则是对霍邱美食的大盘点，
从地理、历史、文化等源头探究霍邱美

食的渊源，从集镇到乡野，从早点铺到
大饭店，从红白喜事到接待新客，从街
头卤菜摊到文友雅聚，这篇长文以美
食为线，却浓缩了醇厚的霍邱文化，霍
邱人的性格性情、风俗习惯、物产佳肴
等，都在这篇文章中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读此文，犹如身临酒酣耳热的大
酒桌，十分快哉。
三、用真爱去感受人间冷暖。着笔

“古蓼”，立意“情思”，唯有真情感，才
会从笔端流露出让人感动的文字。《晒
秋》中对父母艰辛劳作的描述，让很多
人产生共鸣。《人生始发站》和《细雨悠
悠难忘恩》忆母校、写同窗、记恩师，恩
师的离去让作者心中十分悲痛，世事
变迁物是人非，但作者的感恩之情却
始终萦绕心间。《乡愁何处》，让我们随
着作家一起“再体味一把难以消逝的
乡愁”，百年老井消失，袅袅炊烟难觅，
现代人的精神栖息地又将到哪里寻
找？庄有禄用文字给了我们深深的思
考和追寻。
掩卷《古蓼情思》，我想说，回不去

的故乡，在文字中得以永生。
文字是温暖的，但故乡只能怀念。

我们生活在物质丰盈、讯息发达、生活
节奏紧张的时代，或许更想念从前的
慢和质朴，怀念故乡的人和事。感谢
《古蓼情思》这本散文集，给广大读者
保存了一份真实的故乡记忆，我愿这
种记忆还能在生活中时时重现。

一份真实的故乡记忆
王太贵

现现场场座座谈谈会会

茶茶 坊坊

霍霍邱邱风风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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