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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诗与远方，就在潍坊。7月，散发着
墨香的《诗歌里的潍坊》问世。作品集分
“云外清歌花外笛”“我们已经怀抱着远
方整个的大海”两卷，选入历代先贤经典
诗词和现当代诗人写潍坊的佳作374首
（组）。其中，经典诗词141首，新诗佳
作233首。
　　潍坊一脉秀丽山水，流芳千古事。从
古代走向现代，如何为潍坊写诗？写什么
样的诗？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见解。《诗
歌里的潍坊》即一本映照古今、蕴含更好
潍坊建设文化基因的佳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
记、主席刘世海说：“为连缀起散落在潍
坊大地上的诗歌璎珞，做一次有价值有意
义的佳作集结，用诗意讲述精彩的潍坊故
事，潍坊市文联、潍坊市作协历时一年半
之久，组织广泛征集、精心编选与潍坊有
关的优秀诗歌作品。我们从近万份诗稿中
筛选出这部从不同视角展现更好潍坊魅力
风采的作品集，致力打造一张兼具思想性
和艺术性的城市文化名片。”
　　自《诗歌里的潍坊》征稿启事在中国
作家网发出后，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体现潍坊自然风光、人文风貌、地域风
情、特色风物的诗作不断涌现，这些作品
内容健康、积极向上，艺术性、思想性俱
佳。其中古诗词作者有徐干、曹植、李
邕、李白、杨万里、黄庭坚、欧阳修、范
仲淹、苏轼、苏辙、李清照、富弼、郑
燮、陈介祺等79位历代先贤，他们的作品
铭刻的潍坊地标已成为蕴含潍坊情愫的文
化地理；新诗作者既有潍坊本土诗人，更
有来自北京、浙江、河北、江西、安徽、
陕西、湖北、河南、西藏等省、市、自治
区以及省内济南、青岛、威海、临沂、淄
博、泰安、枣庄、济宁、东营等市的作
者，既有少年学子、八旬老翁，又有中青
年实力派、现当代文学名家，且半数以上
为中国作协会员，诗歌反映的现实生活和
现当代气息更为贴近人心。
　　读者可通过作品集，欣赏潍坊风筝的
千姿百态、市人民广场的浪漫樱花，感受
黄花溪的一年四季、沂山的雄奇壮美，还
有昌乐蓝宝石的晶莹闪烁、仙月湖金黄温
暖的秋、曙光洒在莱州湾的美……诗人们
以不同经历、不同感受和不同视角，各有
侧重介绍潍坊的千载人文、灵动山水和人
间烟火，让人深刻感受到潍坊是一座足够
有魅力的城市。

　　《诗歌里的潍坊》是一本厚重的城市之
音，也是读者和编者期待共读的潍坊故事。
要保证它的出版质量，除精挑细选来稿作品
外，编者还择优选取与潍坊渊源颇深的名人
佳作。而对于部分已故诗人的作品，要寻找
作者家人，取得出版《授权书》要费很多周
折。编选之际有着许多温暖故事，诉说诗人
及家属对潍坊浓烈的情愫。
　　潍坊诸城籍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是
诗刊社首任主编，作品集选用了他的四首
诗。出版前，作为《诗歌里的潍坊》主要编
选者之一，中国作协会员、潍坊市文联首届
签约作家高文联系到臧克家的女儿郑苏伊。
郑苏伊对作品及《授权书》个别细节提出了
校正意见，并在发来作品《授权书》的同
时，表达了自己和家人对故乡潍坊文化建设
由衷的祝愿：“支持家乡文化建设是我们应
尽之责，我所有的家人都希望家乡的文化建
设更上一层楼。”

　　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原主任洪烛
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
人，年少时曾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保送至
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留下数十部
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佳作。2020年，年仅
53岁的洪烛因病去世。洪烛曾在一次活动中
为潍坊风筝和白浪河写了12首原创诗歌，未
在其他刊物发表过，这组诗歌的重要价值不言
而喻。为拿到这组诗歌作品的《授权书》，高文
与洪烛父亲王万茂多次联系，一遍遍讲述洪烛
与潍坊的故事。老先生终于被感动，寄来工
工整整的洪烛作品《授权书》。
　　“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诗人，为潍坊这
座城市写下了大量优秀诗作，作为编者，我
们应该完整保存、记录下来，这是对文学负
责、对城市负责、对历史负责。”高文说，
这些诗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他们能为潍坊
留下精品佳作，并通过他们的诗歌把美好的
潍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很有意义。

　　除《诗歌里的潍坊》外，潍坊市文联、潍坊
市作协编著的另一本《潍坊市文联签约作家作
品选》，同样是一本为潍坊书写的文学“大书”。
　　《潍坊市文联签约作家作品选》选入17
位潍坊市文联签约作家代表性作品，作品体
裁包含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
文学。将潍坊优秀作家的作品结集出版，可
谓是潍坊文学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现。该书展
现作者笔下精彩纷呈的文学大观，良好体现
编选意义所在，即在确立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的同时，更彰显了潍坊这座城市培养厚爱作
家队伍、引领推动精品创作的文化风范。
　　据潍坊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兆锋
介绍，截至目前，在潍坊市委、市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潍坊市签约作家制度已实施两届
五批，共签约26位作家。“自潍坊市签约作

家制度推行以来，我们将散落全市各地的创
作力量紧密集结，有力点燃了全市作家创作
激情，成为推动潍坊文学精品创作发展的重
要抓手，为繁荣潍坊文学事业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邱兆锋说。
　　在中国作协会员、潍坊市文联第二届签约
作家黄浩看来，这两部作品是建设诗意潍坊的
具体呈现，具有里程碑意义。“一块没有文学的
土地是苍白的，是没有灵魂的。所谓文学见证
时代，作家正是用优美的、深刻的文字，来陈
述、挖掘并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浩说。
　　“两部作品集相继出版，这是文学界的
一大盛事。足见潍坊市文联和潍坊市作协为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新时代创新精神，
做出了多项有价值的事情。”中国作协会
员、潍坊市文联第二届签约作家迟玉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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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说诗人及家属对潍坊浓烈的情愫

  引领推动精品创作文化风范

　　作家和诗人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他们为城
市而歌，体现文学的虔诚之心和深厚的城市情
怀。潍坊人写潍坊，得益于他们身后有一座默
默给予创作养分和创作灵魂的故乡，因此创作
出原汁原味的潍坊。外地人写潍坊，不可忽略
的一点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潍坊成为文
学的“富矿”，吸引更多作家对其进行挖掘。
　　曾在潍坊工作多年的中国作协会员、
《青岛文学》主编李林芳，提起潍坊回忆满
满。她曾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潍坊诗歌创作
的繁荣时期，对潍坊有深厚的情愫。此次她
入选《诗歌里的潍坊》的组诗《故国辞》，
在诗行间流淌着对潍坊创作的直接表达和内
心情感的感性显现。
　　文学精品是一座城市奋进前行的精神动
力。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
市委宣传部的精心指导下，潍坊市文联组织
引导全市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实创作，文

学事业喜报频传。其中，在第六届山东省
“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评选中，潍
坊籍作家逄春阶与青岛作家朵拉图（董立
涛）的报告文学类《家住黄河滩》、儿童文
学类黄鑫的《恐龙德克之乌鸦令》、张冠秀
的《天水谣》均榜上有名，反映了我市文学
创作的繁荣与进步。此外，潍坊市文联还以人
民为中心，着力讲好潍坊故事，例如莫言文学
艺术馆（红高粱文学基地）的建立，“写挚爱家
乡 诵更好潍坊”2024潍坊作家原创作品朗诵
会、“抒写最美家乡·悦享更好潍坊”潍有书香
读书会等，搭建起与全国名家学习交流平台，
有力推动潍坊市文学事业发展。
　　潍坊拥有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和丰富的
文学表现样式，以作家队伍的辛勤耕耘及大量
讴歌新时代的优秀作品，让潍坊真正成为一座
文学艺术创作高地，在中国文坛绽放出瑰丽的
文学之花，让更好潍坊的文化名片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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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古今

蕴含更好潍坊建设文化基因

潍 坊 文 脉 历 史
绵长，文化底蕴深厚，

历代名人及现当代作家在
这片土地留下生活、创作的

身影。他们记录风土人情、自然
风光、历史传承和城市文明，作
品在广袤的潍坊大地孕育诞生，
感染影响几代受众。由潍坊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潍坊市作家协会组
织编选的《潍坊市文联签约作家
作品选》《诗歌里的潍坊》两部作
品集，近日由青岛出版社相继出
版。那些与潍坊有关的蕴藉深
厚的文字，那字里行间娓娓道
来的潍坊故事，无不为文化

名城更好潍坊增添着一
笔 笔 精 彩 绚 丽 的

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