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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创作园地 滋养精神家园
今年是《厦门日报》“城市副刊”创办 20 周

年，创办伊始，“城市副刊”便以写“身边人身边
事”为办刊宗旨，提倡草根写作，为广大读者和作
者开辟了一方可亲可近的文学创作园地。20年
来，媒体发展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城市副
刊”因扎根广大读者、作者而深受喜爱、枝繁叶

茂，成为《厦门日报》最受欢迎的品牌版面。
2018年，“城市副刊”作者联谊会应运而生，

联谊会一直坚持吸纳普通文学爱好者，热心帮扶
会员成长、成才。本刊特辟会员专页，邀请部分
热心会员写下他们与副刊的暖心故事，期待更多
作者能拾笔创作，同耕美好的创作园地。

被编辑退稿后……
●李鹏选

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认识“城市副
刊”有十来年了，见
证了许多文友的进
步，有几位文友还在
编辑的指点下，将多
年的文字结集出
版。十几年来，我一
直是副刊的忠实读
者，文友曾多次问我
为何不投稿，我总是
笑答：“等等，再等
等。”我不知道自己
在等什么，直至今
年5月我参加了副
刊为文友组织的培训讲座，我终于知道自己
也许是在等那个契机的出现。

何况老师讲座后，文友们热情高涨，纷
纷向老师和编辑请教。海鹰编辑优雅从容
的姿态、认真专注的神情令人动容；她回答
诚恳、满满干货更是让我感到真诚与敬业。
在回答文友问题时，她说出一个我经常用的
词——“敬畏文字”，她对创作的理念与我竟
如此一致。是啊，若世人对文字、对自然、对
生命多些敬畏，那世界便能澄澈透明了。

第二天清晨，望着风雨初歇后凋零的花
朵，我完成了一篇千字文，几番修改后第一
次给副刊投稿。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海鹰
编辑的回信，通过邮件的交流，我很是欣喜，
不仅因为我正式成为副刊的作者，更因为从
她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在她的指导下，我第
一次参加副刊的征文活动并获得三等奖，成
全了我对嘉庚先生的孺慕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父母亲也因为我的文字
爱上了“城市副刊”，他们特别喜欢“老照片”
栏目，在海鹰编辑的指导下，年迈的父母亲
找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
事。父亲拿起尘封多年的笔，开始写文章，
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稿子见报之后，意外之
喜不期而至，父亲找到了他多年没联系的老
朋友——黄宗洪和余基瑞，发现他们竟然都
是副刊的老作者了。现在，他们以文字这种
特殊的方式重新取得联系，并且互相激励写
文记录人生，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读者缘、作者缘、朋友缘——缘分，妙不
可言；温暖，如影随形！

最早与“城市副刊”结缘是在
2013年。2012年，勤劳贤惠的母亲因
病而逝，我悲痛万分。料理完母亲的
后事，我赶回厦门上班。当汽车渐渐
驶离故乡，行道树的枝叶在风中摆动，
仿佛在与我挥手告别，那一刻，我的泪
又涌出来——没有母亲的故乡，对我
来说，就像树失去了根，再也无法完
整。母亲走了，我一直郁郁寡欢，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城市副刊”，上
面的文章都充满真情实感，我心念一
动，能否用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思
母之情呢？于是，2013年秋，我提笔写
下了《桂花飘香》一文，写完即投给副
刊，编辑史敏老师很快就刊发了此文。

第一次见报让我信心倍增，我继
续写，写下了一篇怀念母亲的深情之
文《母亲，我回来了》。记得那是在一
个深夜写下的文，我边写边流泪，完稿
后我已泣不成声。投稿给副刊后，编
辑海鹰老师很快给我回了邮件，说这
篇好感人，她读完也流泪了。善良有
爱的海鹰老师说会选刊这篇稿子，那
一刻，我的泪再次夺眶而出，心里默
念：“妈妈，女儿已将对您的思念之情
写了出来，并会刊登在报上，天堂的您
能否看得到呢？”

这些年来，我陆续发表了关于故乡
亲人、山水、美食的文章数十篇，因为经
常写故乡，我感觉自己又成了有“根”的
人。在副刊这块园地上，编辑们敬业地
编稿、改稿，并积极与作者沟通，必要时
进行指导。这样的互动，让我不断汲取

“养分”，一边阅读一边写文，去年我出
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待到山花烂漫时》，
并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

副刊就像一棵充满生命力的大
树，编辑如园丁般辛勤“浇灌”，让这棵
大树永葆青春，开枝散叶，开出更绚丽
的花儿，而我就是这棵大树上开出的
一朵小花！

日复一日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让
人多少有些身心俱疲，可往往就是在这
个时候，我们更愿意去内心寻找一处安
静且柔软的角落，“城市副刊”的出现，恰
巧让我的心灵有了寄托。

对我而言，那是陪伴孩子的一份温
柔。在“城市副刊”里，我写得最多的便
是我的女儿。从2021年4月28日第一
篇关于她的文章《最爱的人是爸爸》刊
发，到2022年9月21日发表的《爸爸打
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笔尖流露出
的几乎都是和她相关的文字，她也从一
个牙牙学语、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两岁小
女孩，长成了一个时而懂事时而调皮的
小女生。这期间有过惊喜，有过感动，有
过慌乱，有过无奈，可正是从这些她给予
我的丰富感受中，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了
生命的神奇，也越发觉得文字是最好的
表达方式。感谢“城市副刊”，在不知不
觉中，和我一起见证了她的成长。

对我而言，那还是用心生活的一份
美好。曾经在办公室加班疲惫不堪时，
我被微信群里父母亲的暖心留言所深深
感动，因而写下《早点回家》一文；曾经在
单位留意到风里来雨里去的物业大叔，
那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我写了文章《那一顶草帽》；曾经在和邻
居的偶然对话中，我猛然想起了自己久
未谋面的恩师，感慨之余又有了《亦师亦

友一路同行》……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转
瞬即逝，可用心感受与品味，那无疑将温
暖人心，甚至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感
谢“城市副刊”，在喧嚣的尘世中，和我一
起分享美好与感动。

我还要特别感谢“城市副刊”的编辑
海鹰老师，正是她不断地指导、鼓励与肯
定，让我所有遇见的幸福得以加倍，让我
的思考也更为深刻！

人生需寻一处安静柔软的角落，我
找到了，我很珍惜。

我 是 新 厦 门
人。2014年来到厦
门，当时住在岛内的
城中村。时间一长，
习惯每天看书读报
写作的我，面对无文
友无报读无写作环
境的日子，茫然无
措。有一天，我去银
行办事，刚好书报架
上有当天的《厦门日
报》，我竟十分激动，
翻到“城市副刊”，那
些文字如此亲切，我
的心中仿佛有朵玫瑰盛开了。

在副刊一角，我看到了“我身边的法律故
事”征文启事，读完征文内容，我决定从征文开
始，敲开我与“城市副刊”缘分的大门。回去
后，我写了一篇征文《我庆幸我打了110》，征
文不但很快见报，还得了优秀奖——我欣慰地
笑了，这是个好兆头！

从此，我每天的生活都少不了《厦门日
报》，尤其是副刊，我总是一边认真读，一边留
意那些小专栏，然后用本子记下来。那些小专
栏，每个都有自己的用稿特色，认真琢磨几个
月后，加之每次投稿贴心的编辑都会在回邮中
把投稿要求写得明明白白，我投稿少走了许多
弯路。在和编辑的互动中，起初我并不知编辑
是男是女，只感觉这位编辑认真负责，每次投
稿，必用简短文字告之是否刊用，或是修改意
见。记得《姐姐的菜园子》这篇稿，全文20多
处“菜”字，我全打成“莱”字，编辑指出后，我的
脸红了好一阵。此后，每次投稿前，我都会认
真检查。拿着发表的稿子和原稿对照，我真切
地看到了编辑付出的心血。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也知道了默默为作者作嫁衣的海鹰编辑，原
来是位知性优雅的女士。

今年，副刊编辑部还建了个副刊文友微信
群，架起了编辑和作者互动的桥梁。编辑和文
友们在群里相互切磋，每天群里都很热闹。徜
徉其中，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醍醐灌顶。如今，
在副刊发稿成了一种享受，写稿的过程更是其
乐无穷，很高兴认识你——“城市副刊”！

来厦门工作后，我常有一种漂泊感，
思乡，深入骨髓。一日，翻阅《厦门日
报》，看到“城市副刊”，发现这是一方充
满人间烟火气、笔墨飘香的园地，顿生相
见恨晚之感，同时也萌发了将情感付诸
文字的想法。

有一次，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位文
友对海鹰编辑的评价，大致是说她工作
认真负责，通过邮件指导他修改文章，于
是，我便记住了这个名字——海鹰。还
记得我投给海鹰编辑的第一篇小文是
《又到腊肉飘香时》，很快，我就收到她的
回复邮件：“如未一稿多投，近期刊发。”
她还在回复中鼓励我：“多写，文字是有
记忆的。”啊，编辑老师懂我，我的心里暖
暖的！从此，我开始了美好的文字之旅，
通过邮件一来一往，我得到了海鹰编辑
的悉心指导。她总说：“写作并不是华丽
辞藻的堆砌，要用心去写。”“写作的人一
定要保持心中的纯真，写出的文字才有
动人的力量。”“努力终归不会错。”……
这些话指引着我不断前行，无论是写作，
还是做人。

何其幸运，遇到了“城市副刊”，遇到
了像海鹰老师这样的好编辑，让我在这
块纯净的土地里吸收光、热与勇气。在
这里，我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与爱融

在了文字里，找到了情感的归依。记得
海鹰编辑编我的文章《那把湿泥巴》中，
加了一句话“有了将他乡作故乡的能
力”，是的，越来越成熟的我，如今已有了
将他乡作故乡的能力——亲爱的厦门，
亦成了我的故乡。

我爱“城市副刊”这块园地。受我影
响，我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给“花
季”投稿，得到了陈少英编辑的鼓励与指
导，慢慢成长，甚是幸运。我想，我和我
的孩子，与副刊的情缘会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这是一块纯净、给人力量的园
地，我们来了，便暗香拂身！

我喜欢“城市副刊”，副刊上的文章
都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小到一
针一线、市井烟火，大到顶天立地、英雄
本色，有血有肉，生动感人，平淡中见真
情，平凡中显伟大。她，就像一块块有
生命力的七彩拼图，为广大读者和作者
拼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因为喜爱副刊，我萌发了投稿的
想法，于是拿起手中这支笨拙的笔，洋
洋洒洒写了数千字，投出稿件后，我得
到了海鹰编辑的热情鼓励和指点。初
次投稿，我就感受到编辑对文学的那份
执著与敬业，令我对写作充满了动力。

几年来，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
忆性的小文，但苦于文字功底薄，刚开
始被海鹰编辑退稿是常事，但我不气
馁，根据编辑的指点再改，改了再投，
从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我印象最
深的一次，是写回忆小文《茶罐里的故
事》，写的是我和父亲在泡茶时产生的
情感交流，自我感觉写得很投入，写得
也不错，但还是被海鹰编辑退稿了。
时至今日，我仍清楚地记得海鹰编辑
退稿时的回复：“内容很好，父子之间
交流的细节描写得也很有感情，但您
要确定是写茶罐，还是写父子之间因
泡茶产生的情感交流……”经海鹰编
辑这么一点拨，我茅塞顿开——我写
跑题了！

几年下来，我深深地感受到海鹰编
辑在文学上的素养，她对我们这些初涉
文学的爱好者都能给予耐心的帮助和
指导，真诚地帮助我们写出出彩的文
章，在我的眼里，她就是我们这些普通
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从投稿那天
开始，一路走来，如果说今天的我前脚
已迈进了写作的门槛，这一脚应归功于

“城市副刊”，她让我懂得如何用朴实的
语言来说人写事，享受在文字海洋里遨
游的快乐。感谢“城市副刊”，也感谢
副刊的编辑老师，你们辛苦啦！

2020年1月，我的小文第一次亮相，
是在“城市副刊”的元旦专版上。第一次
投稿就被编辑老师选登，怎不让人激动
万分！从此以后，“城市副刊”便成了我
表达情绪的出口。

说起同副刊的情缘，要从“鼓浪闲
人”说起。“鼓浪闲人”是副刊的铁杆粉
丝，偶尔还客串我等“小文友”的老师，可
谓是亦师亦友。是“鼓浪闲人”熟练运用

“情绪渗透”的方法，将我与“城市副刊”
的情缘“一线牵”。

那是2019年冬天，一个阳光明媚的
早晨，我与副刊老友“鼓浪闲人”偶遇在
前往单位的路上，他意气风发地骑着自
行车，我神情懒散地踱着步，在距离单位
400米的十字路口偶遇了。我与“鼓浪闲
人”有过几面之缘，叫不上名字，但彼此
都清楚在同一个单位上班。“鼓浪闲人”
在路口热情地与我打招呼：“美女，今天
天气这么好，你怎么精神不振呀？你抬
头看看冬日的暖阳，低头看看充满活力
的小学生，是不是感觉能量满满？”他的
一番话，说得犹如还在梦中的我瞬间昂
首挺胸。我随口回了一句：“大哥，文化
人啊！”听到我的赞美，他开始滔滔不绝
地讲起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也听得颇

有兴趣，他说：“记录生活的美好，何尝不
是一件实现自我价值的举动。”

是啊，从身边的事开始记录，每一天
都是特别的。在他的点拨下，当天我回
家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小文。从此，
我一发不可收拾，身边的美景，我将它们
写成文字；我还开始关注与我亲近的人，
发现他们的品格如同宝石一样闪亮；我
更开始潜心观察平凡的每一天，它们也
开始“翩翩起舞”……我成了“城市副刊”
的忠实粉丝，潜心热爱着世间万物。

今年春天，我的
散文集《人生暖暖》
正式出版了。手捧
自己的第一本作品
集，我由衷地感谢
《厦门日报》“城市副
刊”。散文集里的不
少文章，首次发表都
在“城市副刊”上，如
果不是副刊编辑部
老师们的支持和鼓
励，或许我很难坚持
写作，不断成长，更
别提出书了。

2016年，我第一次投稿，朱睿斌编辑在
“开笔”栏目刊发了我的小作。首次发表散
文，让我备受鼓舞。从此，我经常向“城市副
刊”投稿，黄静芬、海鹰、陈少英编辑都刊发过
我的文章。每一次文章见报，我都心存感激，
感谢素不相识的编辑老师们的知遇之恩。

副刊的文章都是千字文，看似简单，其
实要写好却并不容易。这些年来，我尤其
感谢海鹰编辑的悉心指导。大到文章是否
切合题意，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她无一
不严格要求。有时我白天查收邮件，发现
海鹰老师深夜还在编稿，发邮件来就我稿
件中写到的某个年代、引文出处等小细节
进行核对。编辑老师如此认真，我当然也
不敢马虎。海鹰老师的专业和敬业，让我
十分钦佩，也提醒我始终保持对文字的敬
畏之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令我欣喜的
是，我有多篇文章被厦门日报公众号“夜
读”栏目转载，也有文章被“学习强国”平台
转载，单篇阅读量超过二十余万次。

“城市副刊”定位于写“身边人身边
事”，文字朴实无华、自然真挚，以真诚打动
人心。她贴近百姓生活，文章虽不长，但情
意深长，我将自己的新书取名为《人生暖
暖》，就是“以文字温暖人心”之意。祝愿副
刊的读者和作者们共享文字的幸福时光，
再次向副刊的编辑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
意！

我和老伴一直是《厦门日报》的忠实读者，
我家订阅日报30多年，每日读报是我们的生
活习惯。“城市副刊”是我们的最爱，特别是老
照片栏目的文章，常常引发我们的共鸣。感慨
之余，我们也想写点什么，孩子们也鼓励我们
老有所乐，写点文字，给后辈留下些文字记
忆。于是，我和老伴王仁山翻出老照片，开始
写作，并向副刊投稿，至今已刊发了十几篇老
照片文章。

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虽然平凡，却是我
们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亲情、友情、师生情，还有
跟随新中国成长的青春记忆。我们这一代人
生长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见证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深感和平盛世之珍贵，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在副刊这个平台，能和读者分
享这些亲身经历和感受，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也觉得很有意义。

和副刊结缘的这十几年间，让我们感受
最深的是编辑认真负责，他们为作者服务的
精神令人钦佩。2010年初，我们开始尝试着
向副刊投稿，那时我年已古稀，不会用电脑，
我的手写稿件和老照片是用信件向编辑投稿
的，不符合投稿要求，但当时的副刊编辑史敏
没有放弃，她热心帮我们处理并选登了稿件，
让我们有了写下去的信心。这几年，我们向
海鹰编辑投稿，她热忱敬业、业务过硬，我们
在写稿中遇到问题，比如征文的要求、老照片
的选用、素材的组织等，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指
导，而且常常是在晚间或休息日，这种敬业精
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有广大热心读者、作者的支持，有如此优
秀的编辑，“城市副刊”怎能不精彩呢？

文友牵线成粉丝
●钟婕（职业：文员）

走进“城市副刊”，真好
●王九星（职业：自由职业）

我爱这块纯净的园地
●任平

我和老伴都是副刊作者
●叶昌澄（职业：离休干部）

一棵开花的树
●池海英（职业：财务人员 笔名：兰舟）

寻一处安静柔软的角落
●吴少波（职业：教师）

文短情长
●陈雪梅（职业：经济师）

读者缘・作者缘・朋友缘
●洪琦（职业：教师 笔名：红尘紫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