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浣纱春水急 似有不平声
———《西施传》作者柳岸访谈

记者 李硕

本报记者：柳岸老师，您好！ 祝贺
您的新作《西施传》出版。 这部小说作
为“春秋名姝 ”系列的收官之作 ，分量
之重可想而知。 《息妫传》《文姜传》《夏
姬传 》读者好评如潮 ，想请您谈谈 ，为
什么会以西施为传主， 收束 “春秋名
姝”系列呢？

柳岸 ：用西施来结束 “春秋名姝 ”
是由历史自身的逻辑决定的， 也包含
着我十年历史写作的一点想法和一点

尝试。 从历史自身逻辑来看，“春秋名
姝”系列的传主息妫、夏姬、齐文姜、西
施分别对应春秋的早 、中 、晚 、末四个
时期。 西施生活在春秋末年，在春秋这
场大戏中的出场顺序本就靠后， 用她
来收束这一系列，是历史的安排，也是
对历史的尊重。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 西施这一
形象充满了挑战并因此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 在“春秋名姝”的四位传主中，西
施最受作家们的青睐。 光是以西施为
题的诗词就有很多， 也有不少戏曲、小
说是以西施为主人公的。 经过大量文
学作品打磨，西施的形象在家喻户晓的
同时，也多少出现了某些固定的、刻板
的因素。 读者们想到西施，总是会把她
固定为春秋争霸中一个美丽的女配角。
如何写出这种常见形象的新颖之处，是
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想通过《西
施传》想达到的目标。 我在历史题材里
已经创作了十年，这部作品之后我计划
从历史重回现实。 可以这么说，《西施
传》结束了“春秋名姝”系列，也为我的
历史写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本报记者： 的确像您说的这样，要
把读者熟知的特定形象写出“既熟悉又
陌生”的效果，还是颇考验写作者的笔
力的。 您能谈谈您为塑造这一人物形
象做了哪些准备？ 又是如何对她进行
具体规划的吗？

柳岸：写西施困难与机会并存。 第
一难是史料少。 咱们刚才说关于西施
的文学作品不少，但其实有关西施的历
史文献却相当稀少。先秦有权威的史料
《春秋》《左传》中都没有提及西施，吴越
地方志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关于西
施的记载也十分零散。 第二难是文化
差异。 人活在具体的文化之中，特定文
化是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因素。 “春秋
名姝” 前三部的大背景都是中原文化，
作为中原人， 我能写出皮肤的感觉，西
施这一形象内含着的却是吴越文化，我
对此了解不多。

不过，写作的困难也常常是写作者
挑战自我的机会。 史料虽少，却给写作
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春秋名姝”
属于传记体历史小说，是历史文学。 就
历史文学而言，史料越少，想象的空间
越大。故事性就越强，自然也就越好看。
想象力和写故事本就是一个写小说的

看家本领，所以史料稀缺这一问题解决
起来还不算太难。 至于文化差异的问
题，由于我写前三部时占有和积累了不
少资料， 为写作西施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另外，吴越文化虽然自成一系，但毕
竟吴国始祖是周太王古公父的儿子，
越始祖是夏少康的儿子，吴越文化与中
原文化同源于中华文化的母本，在某些
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本报记者： 人物的精气神确需文
化的灌注。 在“春秋名姝”里，能够读出
来西施内含着的吴越气息， 也能感受
到息妫与郢都、夏姬与新郑、文姜与齐
鲁的依存关系。 要想写出这种效果，难
度不仅仅是河南与浙江这样的空间差

异，还有古今的时间差异。 您能具体谈
谈在创作中， 您是如何克服这些时空
差异， 将特定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之
中的吗？

柳岸：是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
要想写出历史人物的地域特征， 在时
间、空间两方面都是面临挑战的。 我克
服文化差异的主要办法就是实地走访，
这是我从创作“春秋名姝”开始就坚持
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习惯。

我曾经从文字史料里了解地方历

史，但很快发现，文字固然具体，却未必
能形象。从文字里得来的信息难免有隔
膜。所以，我决定走出去，到历史人物生
活过的地方去沉浸、去感受，使那些文
字的史料在场化、丰满化，让那些静的
文字符号活起来、动起来。 “春秋名姝”
系列中四位女主的生活轨迹遍及大半

个中国，我也曾循着她们的足迹，走过
不少山山水水。

息妫是陈国女公子， 息国君夫人，

楚文王夫人。 她的生活轨迹是陈、 息、
蔡、楚，由中原到南方。 写《息妫传》时，
我去了息县 、上蔡 ，去了荆州 ，去了武
汉、黄陂。我去荆州的纪南城遗址，感知
了楚文王迁都郢都的豪迈，古郢都城的
布局 ，对河流 、道路 、城门等都清清楚
楚。 只有对郢都有了感性的认识，作品
才能有立体的呈现。 在荆州走访中，我
发现在郊区有许多桃林，由此想到息妫
“桃花夫人” 的名号。 夏姬是郑国女公
子，陈司马孺人，后嫁楚大夫屈巫。她的
轨迹从晋到郑、到陈、到楚，再回到晋，
由西部到了中原然后又到了南方，最后
回到西部。 写《夏姬传》时我去了新郑，
知道古郑国有春浴节，这一天郑国的男
男女女手持芍药， 到溱水洧水边相会。
所以才有夏姬与屈巫邂逅春浴节的情

节。而后去了柘城，探访夏姬的归终。文
姜是齐国女公子，鲁国君夫人，生活轨
迹是齐、鲁，属于东北。写《文姜传》时我
去了临淄，到了传说中的淄河，也由此
知道了临淄的来历。 我又从临淄追踪
到曲阜，拿着曲阜的古城发掘图，找了
一辆人力三轮车， 绕着老城墙转了一
圈，对城门、护城河、进出水道，了然于
心。 从临淄到曲阜，我最大的收获是感
受到了齐、鲁文化的差异。 临淄的开放
与创新，以及焕发出来的活力，同曲阜
的拘谨与内敛， 以及呈现出的守制，有
着鲜明的对比。

西施是越国鬻薪氏之女， 吴王妾
妃。 她的生活轨迹是东南吴越。 为了写
《西施传》，我又踏上吴越之旅，先去了
绍兴，看了越城，知道了越城有大小越
城之分。 小越城所有房屋都是反方向，
表面上是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臣服，
实际上是越王激励自己复仇的决心。我
们所知道的勾践卧薪尝胆，其实只是他
故事的冰山一角。 而后到绍兴博物馆、
会稽山、美人宫遗址公园、诸暨苎萝山、
金鸡山。 从绍兴到无锡的吴国旧都梅
里，又从无锡一路辗转到苏州，随后扎
营苏州。 我沿着吴城走了一圈，看到古
城墙和古城门，偶遇伍子胥塑像和他开
挖的胥河。而后，去虎丘看了阖闾墓；去
灵岩山看了夫差为西施建的馆娃宫、响
?廊；去高景山看了越王勾践养马的白
马涧； 去穹窿山看了孙武子写兵书之
处 ； 还有一代霸主吴王夫差自刎之
地———阳山。 从苏州转而到了上海，拜
访了注疏《吴越春秋》的张觉老师。吴越
之行，将近一个月。回来之后，我又到淅
川，看看是怎样的风水，养育了范蠡这
样的人物。 从淅川回来，我去了范蠡隐
居之地山东的肥城。但凡作品牵涉到的
重要都城、战略重地，以及主要人物生
活的轨迹，我基本走完。走访，得到的不
但是在场感， 还有地域文化风情的感
受。 虽然在历史沧桑中，有些古迹已经
荡然无存，但只要存在过，总会留下印
记，总会有所传承，总会感受到它的气
息。

本报记者：柳岸老师，您的“春秋名
姝”以几位女性为传主，串联起了几百
年的春秋史。 通过十年的写作，您应该
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了。您怎么看待春
秋？ 又怎么看待历史与当下的人、生活
的关系？或者说，您觉得写作历史、阅读
历史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柳岸：回看这四部作品，我觉得不是
满意不满意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也不
能简单地说，满意或者不满意。我只能说
是竭尽全力了。十年，我全部的心血都在
这四部书中。从开始有意向设计，到查阅
研读资料，到实地走访，到书写，到每一
部不下十次的修改打磨，真是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我与她们一起成长，一起阅历
人生，我觉得自己也丰满了起来，这是对
我个人来讲特殊的意义。

我通过研读春秋这一时期的史料，
对历史的意义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待
历史，要以史为“鉴”。历史之“鉴”，一是
要正确地认识历史。 比如息妫、夏姬、
齐文姜 、西施是四部书的主角 ，但是 ，
她们不是历史、政治、社会、时代，甚至
家庭的主角。 她们生活在春秋时期，是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轨变型时期，
也是宗法制的王权君权夫权时代，女人
就是附属品。 在那个时代，女性依旧是
配角。 我只是通过女性人物的视角去
看那一段历史，通过她们的命运、故事，
以及与她们交集人物的命运，还有与她
们有关系的重大事件，来展示那一段历
史文化。二是要进行历史与当下的对比
参照。 通过对四位女性的重新书写，或
者对她们的复活，我最深的体会，是作
为当下女性，要坦然面对生活，不管遭
遇了什么，都要坚定勇敢地面对。 至少
我们的人生自己可以做主， 我们有表
达爱恨的自由、有人身自由的保障，这
是在春秋时期无法想象的。 所以，一定
要珍惜我们所处时代的文明与进步 ，
以及给予我们成长生活优裕环境的国

家，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三是要传承
历史的精粹。 大的历史观，其实也是一
种精粹文化的传承，从古到今，客观规
律不会变， 人性不会变， 历史观照当
下，当下反观历史 ，实质都是一样的 。
比如民本思想，从上古到当今，历朝历
代的明君，都会遵循“民贵君轻”“君舟
民水”的理念，爱民、重民、贵民。这就是
精粹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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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作为传统农区，商业文明起
步较晚。 明永乐年间，随着漕运的兴
盛，周口因境内河流较多，一度成为
水上货物交流的中心，商业也逐渐发
展起来。 比如明史有记载的陈州颍岐
口码头，当时每天在此卸货换船的漕
粮多达四万石，白天人声喧嚣，夜晚
渔火万点。

明成化年间，贾鲁河改道汇入周
家口，三条河流在城中交汇。 自此，周
家口河面上桅樯如林、千帆竞发。 不
仅周口本地的商业繁荣起来，也吸引
了全国各地商人的眼球， 先后有 14
省的行商巨贾、能工巧匠到周口投资
兴业。 至康乾盛世，周家口的商业达
到鼎盛。有 10 大会馆、100 多条街道、
近 2000 家商号。 陈州府也由淮阳迁
移至周家口。 当时周家口与朱仙镇、
道口镇、 赊旗镇合称河南的四大名
镇，享有北有张家口，南有周家口 (南
皮都)及豫东小武汉之美称。明朝翰林
学士熊廷弼过周口，感其繁荣 ，欣然
赋诗：“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
汉皋”， 道出了当年周家口商业的繁
华昌盛。

近代以来 ，公路 、铁路逐渐代替
了水运，周口水上货物交流中心的地
位不断下降， 周口商业也日渐式微，
不过仍有一些“老字号”留在了人们
的记忆深处。 像“三泰成杂货店”“华
英照相馆”“鸿昌醋坊”“义和祥果品”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工
商业一直薄弱。 工业无外乎 “三小”
（小电厂、小化肥厂、小纱厂），商业则
是“商粮供”的百货公司、食品公司、
煤炭公司、石油公司、五交化公司、外
贸公司、木材公司、钢材公司等。

改革开放以来，周口和全国其他
地方一样迎来了商业发展的春天。 曾
任周口镇（川汇区前身）书记，后主政
沈丘的沈发启，率先在沈丘发起了解
放思想、全民经商的冲击波。 当时沈
丘被称为河南的温州，人们商品观念
强，纷纷做生意、办企业。 张新亚在偏
僻的留福镇办起了暖气片厂，成为周
口乡镇企业的风云人物。 而当年跑销
售卖暖气片的农家子弟房墉，20 年后
成了翰高兄弟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并
回报家乡， 还在沈丘建起了中华槐
园，在淮阳建起了“莲舍”，取得了不
俗的业绩。

与此同时 ， 其他县市也都开始
了经商办企业的有益探索。 在项城，
李怀清办起了味精厂；在鹿邑 ，刘景
礼办起了酒厂 （宋河粮液 ）、崔庆义
办起了皮革厂；在西华，宋庆根办起
了人造板厂；在周口市区，李斯办起
了罐头厂，康启伦、康焕明办起了电
缆厂。 尤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
话之后， 周口更是掀起了经商办企
业的大潮， 全地区商业和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在市区，荷花市
场名闻遐迩， 成为豫东南最大的小
商品批发市场 （据说当时比郑州的
银基都早 ）；凤凰台市场 （现在的万
顺达商场所在地 ） 是人们到周口必
去之地； 王三水饺直至今日仍是人
们津津乐道的珍馐佳肴。 在县里，项
城南顿的离合器、丁集的皮革 、沈丘
的网业 、郸城的化工 、扶沟的缸盖 、
太康的大蒜油厂等企业 ， 也都如火
如荼发展起来。

同时， 一大批周口热血男儿，不
甘生活的清贫，勇敢地走出去，奔赴
全国各地，或打工，或做生意，开始了
艰难的创业。 这些都为周口商业企业
的大发展， 为周口产生经济巨擘，埋
下了伏笔，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春华
秋实，历史的车轮进入 21 世纪，周口
的土地上真正迎来了商业和企业的

大发展大繁荣，昔日的小企业变成了
大企业，昔日的小老板成了《福布斯》
排行榜上的耀眼明星。

许家印，一个从太康贫困乡村走
出来的大学生 ，30 岁时辞去国企厂
长，南下深圳从零开始打拼，靠 10 万
元撬动房产市场，凭才智与勤奋成为
“地产大王”，其本人也多次荣登 《福
布斯》排行榜。

上海， 中国第一商业大都市，市
场竞争最为激烈，但周口人凭借执着
与胆略硬是占有了一席之地。 目前，
上海是周口商人分布密度最大的地

区，除了物流大王谢文珍，还有糖果
大王赵启三、上海茂坤实业有限公司
郭广增、上海第一家民营运输公司的
创办人蒋森等。 沈丘人谢文珍 1993
年闯荡上海滩，从公路集装箱运输到
仓储业，再到国际贸易。 目前，他旗下
的上海北华物流有限公司，在上海集
装箱运输行业垄断了超过四分之一

的行业份额。 赵启三，是沈丘人，他在
偏僻的付井镇，变戏法似的把金丝猴
糖果做得越来越大，还雄心勃勃地兼
并了上海滩的大企业，在上海注册了
上海金丝猴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全国
糖果行业的领军企业。 赵启三本人也
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北京，中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
化中心。 但在这首善之区寸土寸金之
地，竟有周口的防水村、绿化村，十万
周口人在此进行沥青防水 、 城市绿
化，成为京城商界的一大景观。 商水

人訾付业，1999 年带着 100 元路费从
农村来到北京，举目无亲的他靠走街
串巷卖花为生， 但短短几年下来，靠
着诚信执着，成立了北京富慧言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并当选为周口北
京商会会长，还参与了北京奥运会鸟
巢、水立方区域的绿化建设，创造了
周口人在北京的商业奇迹。

在天津，项城的王天洪也干得风
生水起。 1993 年，年轻的王天洪只身
来到天津闯世界， 从事建筑行业，一
干就是 20 多年。 王天洪以过人的胆
识，从一名工地上的小工，一步步成
为名满津门的地产大鳄。 2009 年，他
成立了天津天成集团，获得中国建筑
界最高奖———鲁班奖，这是许多知名
建筑企业难以企及的高度。 同时，他
还多次荣获天津市建筑最高奖———
海河杯。

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商品经济
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 ， 但我们去出
差，只要坐出租，一不小心就碰上了
老乡，听到了乡音，“周
口的哥”“西华的哥”已
成为杭州 、厦门 、广州
等地的亮丽风景线。 还
有我们西华的胡辣汤、
鹿邑的尾毛化妆刷更

是遐迩闻名，受到全国
各地人们的欢迎和喜

爱。
山西是中国四大

商人晋商的发源地。 外
地人来此做生意是非

常不容易的，但商水人
彭家华就不信这个邪。
他从房地产业做起，通
过摸爬滚打，成为在山
西很有影响的华嘉盛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西省河南商会会长，
率领在山西创业的 10
万新豫商，诠释着豫商
的传统品质和时代精

神。
在西域边陲新疆，

周口淮阳人朱军，靠着
执着与诚信，硬是在祖
国的大西北闯出了自

己的一片天。 他创建了
新疆军达利投资集团，
本人荣任新疆河南企

业联合会会长，使周口
的名字响彻天山南北。

在大西南的重庆，
也有周口商人的身影。
项城人于超在重庆创

办上隧防水工程有限

公司，历经 9 年从一个
怀揣 500 元只身一人
淘金的打工仔，成为重
庆最大防水工程公司

董事长、身家过亿的大老板。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

草原，也有周口人的身影。 商水人赵
书清，2008 年赴内蒙古从事煤炭矿山
开采，后又进入房地产行业，凭借自
己艰苦奋斗、披荆斩棘、不断进取的
精神，打造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当选
内蒙古河南周口商会会长。

在全国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周口

商人的不俗表现，我们在这里仅举出
很小的一部分， 可以说挂一漏万，但
窥一斑见全豹，透过这些我们已经看
到周口商人阵容之大、 实力之强，已
经感受到周商的兴旺和荣光。

在外地的周口商人身手不凡，成
就卓著；在家门口的周商们更是在周
口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

奇。 全国人大代表李海燕，是一个女
企业家， 她从一个小裁缝店开始，建
成了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创造了全民
办学的奇迹；全国人大代表李士强从
一个小烟酒公司起步，发展成为多元
化经营的大型企业亿星集团，在多个
领域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全国人大

代表黄玉清，巾帼不让须眉 ，纤手一
挥， 魔术般地变幻出众多万果园，成
为周口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仵树
仁从一个小发酵厂起家，成立了集化
工、皮革、医药于一体的财鑫集团；川
汇区的刘保清、夏明光不仅使粤海成
为周口餐饮业首屈一指的名牌，更把
邦杰牛肉做得有滋有味，成为老百姓
走亲访友最喜欢的礼品。 李玉萍打造
的越秀，更是餐饮界的常青树 ，多年
来推陈出新、长盛不衰，深受市民青
睐。 在新型建材领域，金华夏钢构的
何金明荣获省长质量奖，受到了省长
的表彰。 在项城的医药界，张克军、朱
启学、胡春良被人们称为 “三剑客 ”，
他们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把项城的
医药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还有项城
皮革大王申子广，正是他们 ，才使得
项城的“三颗星”（味精、医药、皮革三
大支柱）光彩闪烁。

目前，周口的十二个产业开发区
快速发展， 已成为周口在全省的品

牌，不仅本土企业发
展得迅速，外来企业
更是频频入驻。 美国
的好时、新加坡的益
海粮油及国内著名

大 商 恒 大 明 珠 、万
达、华南城、碧桂园、
娃哈哈、安钢已落户
周口。 可以说 ，周口
的工商业已经破茧

成蝶、 涅■重生 ，正
迎来一个快速发展

的时期。
在偏僻的豫东

平原，在落后的传统
农区，竟涌现出了这
么一大批商人，这种
现象的背后一定有

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一般来讲 ，经济

的背后是文化、是教
育。 周口虽然偏僻落
后， 但文化厚重 ，尤
其是长期以来孕育

积淀的商业文化为

周口商业的发展和

商人的成长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能量滋

养。
在周口市区沙

颍河北岸，有一座金
碧辉煌的建筑关帝

庙 ， 里面供奉着关
公。 关公因重义气 ，
在民间被称为武财

神，受到商人的敬仰
和祭拜。周商的一个
最大的特点就是重

义气。周口的许多老
街名都带一个 “义 ”

字 ， 例如 ：“前三义街 ”“后三义街 ”
“忠义街 ”“仁义街 ”等 ，体现出周商
的尚德重义。 清朝时期，周家口大德
通商号舍生取义的故事很感人 。 当
时经济衰退，晋钞贬值，晋钞与新钞
之间的兑换比例是 2500：1， 大德通
要是支付晋钞 ， 就可以利用差价大
赚一笔。 但如果这样，大德通重义轻
利的信誉将毁于一旦 。 为了维护自
己的信誉， 大德通毅然决定收晋钞
支出新钞，让广大百姓受益，自己却
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种大义之举，一
直在周商中传为佳话 。 清宣统三年
（1911 年），周口出现大灾，粮食十分
紧缺 ，商人刘君国 、顾君炳 、陈君砺
等人，从汉口调进十数万石白米 ，平
价出售 ， 救济灾民 ， 也体现了一个
“义”字。

诚信是商人最宝贵的品格，也是
商人成功之道。 周商的第二个特点就
是诚信。 在关帝庙上游 50 里，有一处
与商人有关的古建筑群，它就是被称
为“民间故宫”的叶氏庄园。 叶氏庄园
的建设有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 叶氏

先祖叶绍颐，明末移民时从山西洪洞
县迁居此地。 当时沙河航运发达，邓
城镇与沙河毗邻，行旅商贾多在此留
宿中转。 叶绍颐夫妇便在沙河码头边
开小饭店维持生计。 一天晚上，有一
陕西珠宝商乘船来到邓城 ， 宿于此
店。 第二天早晨，珠宝商仓促离去，遗
忘一包裹于店内。 叶绍颐发现后原封
不动地把包裹放置起来，以待客商来
取。 第二年，该珠宝商又宿于此店，叶
绍颐将包裹取出完好无损地归还珠

宝商。 珠宝商异常惊讶地说：“此包裹
遗失何处，我已忘记，没想到今日失
而复得。 ”商人将包裹打开 ，光芒四
射，满屋生辉，珠宝玉器无一遗损。 珠
宝商深为叶绍颐的忠厚诚实所感动，
遂与叶结为异姓兄弟，后赠巨款为叶
氏置田建宅，并资助其经营 ，加之叶
绍颐夫妇勤劳朴实、善于经营 ，遂成
当地巨富， 才有了后来的叶氏庄园。
百年老店“三泰成”也有一段诚信故
事。 有一年中秋，有批月饼做好上秤，
发现一斤月饼少了一两。 掌柜告知顾
客，少了一两，减价 30%。 “月饼事件”
让三泰成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 伙
计们不理解，掌柜说：“人在做，天在
看。 ”诚信比金钱重要。 耍小聪明，看
似赚些蝇头小利，其实是砸自己的招
牌。 三泰成的掌柜教导伙计：“看得钱
近是钱远，看得钱远是钱近。 ”

舍得让利，也是老周家口商人的
一大特点。 当时周家口商人用加码
秤， 对老顾客让利。 杂货街的秤，分
天、地、人、心四种，收购用“天”字秤，
每秤 100 斤算 103 斤。 出售用“地”字
秤，公平 16 两，公平交易。 “人”字秤
是加二秤，批发时 120 斤算作 100 斤，
“心”字秤多用于固体物品批发，如糖
类 114 斤批发时算作 100 斤， 白矾红
土等，批发时 125 斤算作 100 斤。这种
“宁愿赔折腰，不叫客吃亏 ”，货准价
实、秤准尺满的经商之道，利人利自
己，好人好自己，看着吃亏，但从长远
看赢得了信誉、赢得了顾客 ，在厚道
中透着周商的精明。

周商还有个特点就是守望相助。
周口人乡土观念强，最讲乡情亲情，在
外创业时总是扎堆发展、抱团取暖。谁
有好的生意大家一起做， 谁有好的信
息大家一起分享， 谁有了困难遇到了
难处，大家都伸出友爱之手相互帮助、
共渡难关。 都是一人立足、带动一片，
一人成功、 带动一方。 比如西华的的
哥、项城的防水、沈丘的物流、商水的
绿化，都是亲带亲、朋带朋、邻带邻、村
带村、乡带乡，亲戚盼着亲戚富、朋友
盼着朋友富、同学带着同学富，大家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结果。 目前，异地
周口商会在全国有 139 家， 数量非常
多，说明了周商的团结互助。 同时，周
商不忘乡梓，不负乡情。创业有成后总
是回报家乡， 有的为周口捐款办学校
建医院， 有的回家乡创业带动家乡致
富，千方百计为家乡发展作贡献。鹿邑
县的杨明超，在外创业 30 年，如今任
锅圈（上海）供应链董事长，在家乡建
设食品工业园区， 目前已建成两家工
厂，上缴利税 1000 多万元。 在疫情和
水灾期间， 广大周商大力弘扬抗疫精
神、抗洪精神，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大
批钱财和物资， 演绎着许许多多动人
的故事。

周口是沙颍河冲积的平原地带，
本来以农业经济为主 ， 原先相对较
穷，人们为了生计才经商创业。 周商
既有北方人宽厚义气、 责任担当、吃
苦耐劳、坚忍不拔等特质，又因临水
而居而灵动， 有着南方人智慧精明、
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等特质。 周口、周
商与水有关， 从渡口到埠口到港口，
从繁荣到沉寂再到复兴。 周商见证了
周口的沧桑巨变、发展历程。 如今的
周口中心港墙檐云集、 汽笛声声，周
口正扬波远航， 从黄土驶向深蓝，走
向更加繁荣的未来，周商也会越来越
昌盛。

万高鹏 作

������近日， 周口市作协主席柳岸
的历史长篇小说《西施传》与读者
见面。 《西施传》既单独成篇，也是
“春秋名姝”系列的收官之作。 继
《息妫传 》《文姜传 》《夏姬传 》之
后，《西施传》 又将带给读者何种
惊喜？ 作者柳岸接受本报记者访
问， 就西施、 春秋等问题展开对
话，为读者了解《西施传》并由此
思考历史与文学、 历史与当下提
供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