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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风 

所谓文风，是指文章所体现的“格调”“气度”等，亦即思想作

风，是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

文风的近义词包括“笔调”和“语风”。 

《魅力开封》提倡“ 干练简洁”的文风。那就是不作任何铺垫，

能用一句话说到位的，绝对不用两句话；能用一个词表达的，绝对不

用两个词。同时，还要通过语气、用词和标点符号等，省却一些可有

可无的结构助词。 

曾经锻炼于乡村底层、部队基层又回到城市，如小说家杨东明、

齐岸青、李佩甫、王钢等，以及专以历史题材为对象实际是创作社会

小说的二月河，等等。 

王鸿生、耿占春、何向阳等对河南小说的研究，张俊山对河南诗

歌的研究，高文生、刘景亮、韩宇宏等对河南戏曲的研究，阎豫昌对

河南散文的研究，等等，都获得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这些长篇都在文坛发生了相当的反响。 

张宇的《表演爱情》，孙荪的《风中之树》，王怀让的《史诗》等，

都在文坛及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响。 

与此同时，南丁、乔典运、段荃法、张有德、张斌、郑克西等的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也是佳作频仍，引起了全国文坛的注意。 

与此同时，在省外的豫籍作家，创作的一批长篇小说，连连暴响

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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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河南：上述例子中两处或两处以上用了“等等”““反响”““与

此同时”；文中还多次提到许慎、徐慎（不是一个姓），两次以上提到

孙荪、孙广举等，这些都是不规范甚至是错误的。 

一般地，同一本书里，标题不能重复；同一篇文章里，语句不能

重复；一个自然段或者相近的两个自然段，用词不能重复。这样会显

得用词枯竭、江郎才尽。 

《文学豫军》一文，前面一处说许慎，后面两处说徐慎，肯定是

个“硬伤”，来不及查找资料，只好删除了之。孙荪原名孙广举，同一

篇文章里要是不加说明，会认为是两个人。 

魅力开封》提“导《 朴素无华”的文风。行文以陈述句为主，不

要堆砌辞藻和使用华丽修辞手法，少用倒装句、疑问句。例如： 

诗歌的数量此时也相当可观。曾经在 1946 年 7 月 18 日闻一多先

生被特务刺死后三日以  《诉太阳阳——哀闻一多先生》 闻名于中国

诗坛的苏金伞，又以其反映农民鲜活的生活感受的诗篇《三黑和土地》 

而受到文坛好评；在旧社会抨击黑暗，在新社会歌唱光明的青勃和当

时还在河南的塞风以及在军队的白桦等都有许多优秀诗篇。 

魅力河南：这一句说开封杞县诗人苏金伞，曾 3 天写就《控诉太

阳——哀闻一多先生》，觉悟之高，成文之快，文采之好，实属罕见。

将“1946 年 7 月 18 日闻一多先生被特务刺死”放在全句最前面，吸

引了读者眼球，以至于读者看到了闻一多的不幸，而忘却了写诗的苏

金伞。后半段在介绍青勃、塞风、白桦三人时，没有概括出每一个作

家的特点，语言显得啰嗦。 

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

奖、冰心散文奖等均有河南作家捧回。近年青年作家何向阳可谓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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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户”，继获冯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后，又获庄重文学奖和

冰心散文奖等。 

魅力河南：这段文字比较乱。虽然大家也能读懂什么意思，但与

“朴素”绝对不沾边。这里不再点评，感兴趣找到修改后的文章对比

来读就好了。 

魅力开封》提坚决摒弃 春秋笔法” 游戏语言” 网络语言”以

及中文夹带外语等。 

1998 年以后的几年里，有一批作品鱼群式出现。 

省内的作家也不甘示弱。 

文学豫军硕果累累，这里未免挂一漏万。但无论怎样说，文学豫

军都不失之为中国文坛的一支劲旅，河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 

魅力河南：“鱼群式”是个新词，拿不准不如不用；第二句是用

词不当，省内、外作家是作者定义的，行业并没有这个划分，更没有

搞过竞赛；第三句是这篇文章的结语，不够干脆有力，甚至语气中还

略带一点儿不自信。 

何谓春秋笔法？民间说书艺人用的即为所指。“催马来到潼关，

但还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待我下马一观，嘿嘿，潼——关！” 

下面两个例子，是我手头儿一个公开出版的杂志，本不是错误，

刊物文风使然。但是在“《魅》书里就显得别扭。不再点评，大家看看

得了。 

网络语言用于本书不合适，但用于教学就很有示范作用。拿谁的

文章当范文，谁就很高兴；用谁的文章当“靶子”，他心里肯定不舒

服啊。这个“你懂得”。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