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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首届““孔夫子文学奖孔夫子文学奖””祥通杯生态文学主题征文全国大奖赛祥通杯生态文学主题征文全国大奖赛

5月24日，在首届“孔夫子文学奖”祥通
杯生态文学主题征文全国大奖赛颁奖典礼现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创作者、生态环保
人士及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此次获奖的
散文和诗歌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
烈的感染力，让我们沉浸在生态文学的诗意
之美中，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和情感的共
鸣。”“孔夫子文学奖”散文一等奖获得者谢华
告诉记者。

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
绘，更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经
过近二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已初现雏形，在小说、散文、非虚构写作等领
域，涌现出一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作品。省
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文东表示：“期
待济宁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继续深耕生态
文学这片沃土，以更加敏锐的视角、更加细腻
的笔触，创作出更多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优
秀作品。让生态文学在济宁这片文化热土上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文学力量。”

“在孔孟之乡济宁举办这次征文大赛，恰
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先师孔子编撰的中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字里行间流淌着
生态智慧，其中135篇提及植物的诗章，用

赋、比、兴的手法，勾勒出古老生态观的轮
廓。此次大赛以生态文学之笔续写新时代的
绿色华章，不仅是对先贤思想的传承，更是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践行。”济宁日报社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李强说。

近年来，济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学
事业发展，市文联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支
持作协创办《鲁艺》文艺期刊，鼓励广大文学
工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推出精品佳作。

“市文联将聚力精品创作、人才培育等重要工
作，推动文艺事业从‘高原’向‘高峰’攀登。
希望广大文学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
济宁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根基，紧扣时代发展
脉搏，让历史文脉与时代精神相融共生，让传
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中焕发新生。”济宁市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黄秀杰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来稿作者中，国
家级作协会员近百名、省级作协会员近千余
名。据济宁市作协主席张建鲁介绍，这些作
品导向正确，紧扣征文主题，从不同的视角集
中反映了新时代以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的明显成就，有的以小博大，有的气势宏大，
有的振奋激昂，用切身感受和身边发生的故
事，绘就了不同地区和城乡生态文明的精神
图谱，具有相当的思想性、艺术性。

“此次大赛评选出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
学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犹如一把把钥匙，
打开了我们对生态世界更深层次认知的大
门，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
机。”“孔夫子文学奖”散文二等奖获得者张依
晗说。记者了解到，作为由市文联、济宁日报
社、市作家协会、市青年作家协会共同主办，
山东祥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大型征文
活动，自2024年4月启动以来，收到全国各
地来稿5000余篇（首），涌现了众多闪耀着思
想光芒和文学魅力的佳作，为生态文学的百
花园增添了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使其焕发
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本次大赛的显著特色在于其鲜明的
生态主题，吸引了众多作家以饱满的创作
热情投入其中，涌现出一批思想性与艺术
性兼备的佳作。其中，作家安武林创作的
散文《争奇斗艳的百草园》尤为出彩，作品
以扎实的文字功底、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
和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生动展现了自然
生态的独特魅力。”5月24日，在首届“孔夫
子文学奖”祥通杯生态文学主题征文全国大
奖赛颁奖典礼现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
东文学》主编刘玉栋告诉记者。

“此次大赛中的作品诠释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永恒主题，更唤醒了人们对美好家
园的珍视与守护。作家们从个人成长经历、

童年的生活场景入手，展示了时代变迁过程
中生态理念的变化，以优美流畅的文字、细
腻入微的情感，如同缓缓流淌的溪流，将生
态之美娓娓道来，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如诗如
画的文学盛宴。”刘玉栋说。

据刘玉栋回忆，他对《济宁晚报》刊发的
描写运河的散文《河流从天而降》印象深
刻。从记忆中波光粼粼的旧日模样，到饱受
污染时的黯然神伤，再到经过整治后重现“水
草丰美、鱼翔浅底”的动人景象，这条母亲河
的命运起伏在作家心中激荡起深沉的情感共
鸣。这种由记忆、忧思到欣慰的情感历程，不
仅是对运河生态变迁的真实记录，更折射出整
个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谈到济宁生态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刘玉
栋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深
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
系，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
引。“生态文学的创作需要作家具备自觉而健
全的生态意识。只有深入了解生态学基本知
识，深刻认识生态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
意义，才能在文学创作中确立正确的理论视域
和文化立场，建构起新的‘人学’生命观。”

刘玉栋强调，生态文学不能简化为环保
文学，它要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宗旨，
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互构，传达对现代人
与环境关系的前瞻性思考，激发起保护生
态的自觉行动。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共赴生态文学的绿美之约

讲好生态故事 共绘和美画卷
本报专访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刘玉栋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深耕本土 推动生态文学繁荣发展
本报专访《青岛文学》主编李林芳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能够担任首届‘孔夫子文学奖’祥通杯
生态文学主题征文评委，我深感荣幸。”5月
24日，《青岛文学》主编李林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思想与艺术的盛
宴，更是生态文学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

与实践。
李林芳说，生态文学作为当前创作的

热点领域，在此次评选中涌现出诸多精品
力作。“从专业编辑视角来看，不少参赛作
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上都达到了较

高水准。”她特别表达了对“孔夫子文学
奖”的期许，“希望这个文学奖项能够持续
深耕，既培育本土创作力量，又汇聚全国
优秀作家，共同推动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