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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洛 书 香
书 界 动 态

为7条河流修谱立传
为洛阳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持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40 多年前诗人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洼如今迎来了新客人。
日前，团泊洼网络作家村暨新文化传媒（团泊）小镇在天津
市静海区团泊湖畔揭牌。

“网络作家村的落户，将对京津冀及全国网络文学发
展，起到积极助推作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
说，同时，网络文学也将延伸到整个产业生态，拉长产业链，
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悉，团泊洼网络作家村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
模式，广泛吸引知名网络作家和文化企业入驻。后续通过
延伸产业链，打造集网络作家村、新媒体村、纪录片村、跨境
电商村于一体的新文化传媒小镇。

网络作家“明日复明日”说，网络文学井喷式发展对作
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们需要走出来相互交流，思
想碰撞，才能创作出更有时代价值的作品。网络作家村的
建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互动平台，可以发挥群体的智慧，助
推中国网络文学大繁荣。 （据新华社）

京津冀首个“网络作家村”
落户天津静海

由《中国诗词大会》嘉宾、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山诗社编写的《古典诗词吟唱》一书
日前在京出版，该书不仅以清新文风介绍我国经典诗词名
作，还专门创作了乐谱供读者将诗词“吟唱”出来。

《古典诗词吟唱》分为上、下两册，共精选25首脍炙人
口的经典诗词名作，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送元二使
安西》、孟浩然的《春晓》等。每一首诗词都是一本小册，其
中介绍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心境及诗词蕴意。同
时，每首诗词都配以典雅的曲谱供读者吟唱，读者还可通过
扫码在移动端上收听音乐与诵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编辑李艳辉介绍，此书的要
义在于以音乐为纽带，通过诗词吟唱的教学，传达古典诗词
的情景意蕴和韵律之美，沟通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情感体验，
希望能在古典情怀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绵延传承
的桥梁，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作用。

“吟唱诵读是中国特有的诗词阅读、理解与教学方式，
通过吟唱诵读可以更深刻领会古典诗词的思想内涵，感受
其神采韵致。”康震表示，编辑此书就是要以吟唱的方式表
达对古典诗词的崇敬与礼赞。 （据新华社）

《古典诗词吟唱》出版

五卷本《河洛水韵》

洛阳河流文化书系
《河洛水韵》首发

12 月 1 日，洛阳河流文化书系《河洛水
韵》首发式暨座谈会在市水务局举行。该书
系是洛阳文化界首次对母亲河进行全面系
统的探访考察和解读写作，在文学创作和河
洛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意义，也为洛阳的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支持。

风雨万里行，心血五卷书

散文128篇、诗歌700多首、图片400余
幅、共计130万字……《河洛水韵》按照地理
方位和体量大致均衡的原则，分“黄河 瀍
河 涧河”“洛河”“伊河”“汝河 白河”“洛阳
历代咏水诗辑注”五卷，为河洛地区的7条河
流修谱立传。

该书系由市文联、市作协原主席张文欣
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主体部分是由
我市80多位作家、学者撰写的散文，文中配
有大量图片，前后还分别辅以流域河道图
示、介绍河流的简约文字，将知识性和文学
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图文并茂，内容厚重。

《河洛水韵》的顺利出版，离不开这些作
家、学者的点滴心血。在长达半年之久的
洛阳河流文化采风考察中，从盛夏到隆冬，
他们顶着烈日风雨，冒着严寒霜雪，翻山越
岭，涉水跨河，感知山川风貌，记录河流故
事，采集风俗民情，关注生态环保，并饱含浓
烈的感情将所见所思所悟诉诸笔端。他们
以河流为主线，以水为主题，或探索河源，
或追寻历史，或以理性思考为主，或以叙述
描写见长，把河域的历史、地貌、民俗、水利、
文化融入其中，佳作迭出，美文纷呈，启人
深思。

为7条河流修谱立传

五 卷 本《河 洛 水 韵》缘 何
而来？

众所周知，洛阳富水。伊、
洛、瀍、涧四条河流在洛阳交汇，
发源于洛阳南部山区的汝河流入
淮河，白河汇入汉江，也使洛阳成
为地跨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的
地区。

河流承载着历史，更承载着积淀深厚
的文化。古往今来，洛阳水系的河流滋养着河
洛大地，演绎出一代又一代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可
我们对自己的母亲河既熟悉又陌生。自《水经注》之
后的1500年间，还没有人在全面考察、研究的基础上
对洛阳的水系进行过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学写作。

近年，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保护河流等水资
源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市也在积极开展“四河同
治、三渠联动”整治行动，为河洛儿女守好一方碧水。

当然，治河，更要了解河。对河流现状和历史进
行考察与研究，对河流文化进行解读，已然成为一个
迫切的课题。

基于此，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筹备，2015年6月，市
水务局和市写作学会组织的“洛阳河流文化采风活
动”正式启动。来自洛阳本地和沿途各地的作家、学
者经过6个月100余人次的奔波，历经陕西的西安、商
洛，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南阳等8个地市的20多个县

（市）区，行程累计近万公里，对黄河豫西河段及洛河、
伊河、涧河、瀍河、汝河、白河溯源探流，考察采风。随
后，作家、学者们又历经 3 年时间，辛勤笔耕，精心编
纂，创作出一批丰富厚重、多姿多彩的文学精品。

正如张文欣所言，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大
家“风雨万里行，心血五卷书”。

河洛大地“水经注”

“《河洛水韵》的出版发行是洛阳文学界的大事要
事，也是我省文学事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贡献
于文学，贡献于文化，贡献于历史’的鸿篇巨制，具有丰
富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座谈会上，市作协主席赵
克红宣读了河南省作家协会发来的贺信后，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当天，市委宣传部和市水务局、市文联、市社科联
等有关同志，郑州、三门峡、南阳、平顶山和陕西省洛南
县，以及我市的著名专家、学者50余人欢聚一堂，祝贺

《河洛水韵》的出版发行，并进行了热烈的座谈研讨。
大家纷纷表示，《河洛水韵》是洛阳文化界第一次

全面对黄河、瀍河、涧河、洛河、伊河、汝河、白河7条河
流的文学书写，也是对河洛地区与河流有关的历史文化
的全面梳理和展示。这既是对河洛大地山川河流充满
诗意和激情的文学解读，也蕴含着对历史和现实、自然
与人类及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命题的理性思考，可谓是
河洛大地“水经注”。

我市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叶鹏也对该书系
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序中写道：“不言而喻，《河洛水韵》
是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文化成果。这部独特的具有创
新品格的大书，蕴有多重意义，为生态文明建设、经济
发展、旅游事业、河洛文化和水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都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启发和借鉴。”

本报记者 朱艳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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