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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齐鲁“青未了”相聚济南名士多
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颁奖典礼落幕，87位作者获奖并成为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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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周静 戴伟

有文字相伴，与文学相拥。7
月29日下午，由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山东省散文学会、山东省
写作学会、山东友谊出版社联合
主办的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颁
奖典礼在济南万科翡翠公园小
剧场圆满落幕。文学界大咖和获
奖作家们齐聚一堂，共襄文学盛
事。

颁奖典礼现场，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总编辑廖鲁川致欢迎
辞。“两届青未了散文奖的举办，
吸引了大江南北的作家，成为影
响全国的文学盛事，擦亮了青未
了的品牌，成为齐鲁文化软实力
的名片。”廖鲁川表示，齐鲁晚报
青未了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扎根山东，辐射全国，培植出更
多的文学之花。

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海峰在致辞中表
示，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作品征
集活动短短数月就在文学圈迅
速发酵，一度成为散文界谈论的
热点，“活动立足山东，创作团队
更超越了齐鲁作家的界限，在当
前的文学活动中，发挥了独特而
重要的领跑作用。”

典礼颁发了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网络人气爆款奖以及
优秀组织奖等奖项，87位获奖
者被聘为齐鲁晚报青未了副
刊签约作家。一等奖获得者葛
小明现场分享了他的文学创
作经历，未能到场的获奖者也
为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发来
祝贺视频。

典礼现场还举行了授牌仪
式，中国铁路济南局作家协会、
枣庄市作家协会、济宁市作家协

会、济南市市中区作家协会、济
南市莱芜区作家协会、菏泽市牡
丹区作家协会等6家作协被授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第二批青未
了文学创作基地。博山区作协主
席邵伟作为第一批青未了文学
创作基地的代表，在颁奖典礼上
分享了授牌一年来的收获与改
变。

颁奖典礼上，还举行了第二
届青未了新书《青未了·一匹马
自梦境中奔来》的启动仪式，新

书将收录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
获奖作品，该书由山东友谊出版
社出版发行。

青未了散文奖已连续举办
两届。本届青未了散文奖一等奖
作者将获得5000元的奖金奖励，
二等奖作者将获得1000元的奖
金奖励，荣获网络人气爆款奖的
5位作者将分别获得2000元奖金
奖励。

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由趵
突泉酒业、济南万科特别支持。

文/片 记者 周静 孔雨童
张志远 戴伟

李掖平：
散文最可贵在于
它是“最自由的书写”

在沙龙活动中，对于该如何
认识散文，尤其是“有人认为散
文写作在文学创作中是自卑的，
不如小说等”这个问题，青未了
散文奖评审专家、山东师范大学
教授李掖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散文在当下创作中，成不了
大家追捧的一个热点，主要原因是
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被影视改编
的可能性和空间更大。”李掖平说，
但其实在她看来，散文是中国文学
最具贵族气和最成熟的文体，它如
同心灵广场上的自由漫步，可以用
最简单的文字，最饱满的真情勾连
起最丰富的世间万象，较之小说可
以更加灵活和随心所欲。

“散文最可贵的，或者说最值
得我们致谢致敬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最自由的书写，没有什么是
散文不能涉及的疆域。”李掖平说。

作为本次散文奖的评审专
家，李掖平觉得第二届青未了散
文奖给她和很多评审带来诸多惊
喜，其较第一届的作品在创作量、
题材、好作品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希望大家守住我们的散文
创作阵地。精心地去为这个时
代，为周边的无数鲜活的生命，
也为自己内心的那种真情和激
情，定格下一行行美丽的文字，
让时代的光影、历史的积淀和人
性的鲜活都经由我们的散文文
笔，敞开它所有的魅力、活力和
感动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有
限的肉体生命，而以一种精神方
式与永恒套合在一起。”

何慧颖：
全社会应当保护
散文创作者的热情

本次沙龙中，作为友谊出版社
社长的何慧颖从出版人的角度谈
了一个当下散文创作中的突出的
问题，那就是“真正从事散文写作
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特别突出和拔
尖的散文好像又并不是太多”。

“其实现在散文的出版某种
程度上面临一定的困境，首先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资本
追逐的点，可能更倾向于有大IP
转化可能的这种文体。所以，小
说、报告文学，它更容易有这种
大IP转化的可能。”何慧颖说，对
于大众来说，散文创作作为文学
入门来说比较容易，但现在大家
都比较难依托对散文的热爱养
家糊口，因而创作者一般是很难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散文创作中，
包括很多作家在创作着其他文
体的同时，因为热爱在创作间隙
写散文。“所以从某种程度说，散
文创作的高峰会少一些。”

即使在这种前提下，包括在散
文出版方面也存在各种困难，在何

慧颖看来全社会仍然应当去保护
大家的创作热情。“我们可以用大
赛的方式，去遴选出更多更优秀的
作品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进行分
享；另外可以依托各类的文学创作
团体发展散文创作，这是他们创作
的娘家。包括广义的出版，在这个
时代自媒体可以协助作者把作品
更便捷地送到读者面前。”

葛小明：
利用诗歌的语言积累
突破散文写作

在本届青未了散文奖评选
中，葛小明的作品《早餐里的烟火》
拿下一等奖，并获得了众多创作
者的一致好评。文学沙龙中，葛小
明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也畅
谈了“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散文
创作中突破的方法”等多个问题。
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路，葛小明
强调“得益于遇到了几位好老师”。

葛小明发表的第一篇散文
《二甲双胍》刊登在《天涯》杂志上。
“二甲双胍是一种糖尿病人服用
的药，我的母亲就是服用这种药。”
葛小明说，当时无意间发现《天涯》
主编的博客上有邮箱地址，就自

然投稿过去，但没想到很快得到
回复，虽然周期漫长，但第二年还
是发表出来，这给了自己莫大鼓
励，写作也就此坚持下来。而早期
写诗的经验，也让他转成散文写
作后具有一定的优势。“我是1990
年出生的，我觉得自己还算年轻，
我认为我的散文还是有多种可
能，鉴于前期我是写诗歌的，我可
以在语言上利用诗歌的一点点语
言积累，希望在新的散文题材创
作上有新的突破。”

刘君：
应把日常情感
转化为审美情感

在青未了散文奖文学沙龙
上，作为主持人的刘君为嘉宾们
抛出了多个问题，同时也分享了
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比如对于

“什么是好的散文”这个问题，刘
君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
刘君说，在读中文系的时候，老师
讲得最多的就是一篇作品，它如
果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那
它一定就是一篇非常好的作品。

而后来，老作家刘玉堂跟她
说过的一个观点也让她印象深
刻：“好散文是看完之后让人会
心一笑，或者若有所思的。”

而散文大家董桥，他对散文
的标准则是须学、须识、须情。

“我一直都觉得，要把情放在前
面，真情实感，真知灼见，诗意通
透。”刘君说。

刘君也解读了散文家刘烨园
老师的看法。“他说散文的第一点是
要有文学气息，就是如何把那种日
常的情感转变成一种审美的情感，
其实这种题目也是很难的。如果我
们只是把日常发生的事，平铺直
叙地写下来，他就是写完了，也
不 能 打 动
别人。因而
要有深度，
思 想 的 深
度，情感的
深度。

记者 周静

7月29日下午，第二届青未
了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济南万
科翡翠公园小剧场隆重启幕。
典礼现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导马兵代表专
家评审团分享了评审感受，并
对一等奖以及其他几篇获奖
作品进行了点评。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写
散文；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写
散文。”一开场，马兵便幽默地跟
大家探讨散文易写难工的原因，
马兵说，“易写”是因为散文没有
题材的限制，是包容性和灵活性
最强的文体，极
易上手。“难工”
则是因为散文
对个人的文学
修为和积淀提
出极大的挑战。
散文如何能写
出新意？马兵表
示，这对散文写
作者而言，是莫
大的压力。

“尽管散文
创作是条畏途，
但是依然有那
么多坚贞的写
作者无畏地坚
实地走在这条
长路上，且留下
那么精彩的文
字。这真是让人
觉得可喜的事
情，也让人对青
未了散文奖的
未 来 充 满 期
待。”马兵说。

随后，马兵
分享了几篇获
奖作品的阅读
感受。

“刘星元的
《一匹马自梦境
中奔来》就像它
的题目一样，有
着令人惊惧的
奔涌的力量。这篇文章最难能
可贵的是，作者勇于走出个人
写作的舒适区，通过一匹‘用
意念与情感豢养、呵护了半生
的马’与老驿卒、饲马者、病书
生等人命运的牵绊，以马的隐
忍和不驯，测度人性的诚与
真。”马兵在点评中称赞这篇
散文有华丽奇崛的想象和语
言，但更有与之相符的批判的
力度和忧虑的思想。

在点评获奖作者葛小明的
《早餐里的烟火》时，马兵表示，
文章通过日常的吃食写出了深
长隽永的人生滋味。作者赋予油
条和拉面以人的思考和判断，

“这种手法不单是拟人化的修辞
那么简单，它背后体现的是作者
的洞察力，是一双新鲜的眼睛，
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人生体验和
智性的审美观照的结合。”马兵
指出，作者的更难得之处在于，
跳出了写身边琐事而常难以避
免的“性灵”“小我”“软性”的创
作积习，由食物及人进而入世，
处处体现了叙事者的沉思。

在点评李书忠的《大地素
笺》时，马兵说作者知难而上，“虽
然文章的构思立意谈不上新，但
是因为记忆真切，文字清拔，情
意凝贮而让人读来别有记怀。”
通过对儿时乡间分地瓜和晒瓜
干的若干记忆，串联个人对城与
乡的思考，为坚固的散文乡愁美
学添加了一块厚砖。散文名为

“素笺”，对乡间景物的描写却如
工笔画一般细致。

青未了散文奖颁奖典礼举办主题沙龙，多位专家分享感悟

散文创作变不变 各位大咖有高见
7月29日下午2点，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济南万科翡

翠公园小剧场隆重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大咖齐聚一堂，畅
聊文学，分享感悟。

在以“漫谈散文创作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文学沙龙环节，主持人
刘君，嘉宾李掖平、何慧颖、葛小明从散文的现状、好散文的标准、散文
出版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共同探讨。丰富的内容，精彩的碰撞，吸引了场
下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眼球，大家细心聆听，不少人还举起手机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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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李掖平（中）为一等奖获奖代表颁奖。

专家们在对谈中。左起分别为刘君、何慧颖、李掖平、葛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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