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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下午， 由四川省作协主办的
“四川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座谈会” 在蓉
举行。 省作协主席阿来，省作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侯志明， 党组副书记张颖， 党组成
员、机关党委书记李铁，副主席龚学敏、伍立
杨、罗伟章出席会议。 龚学敏、罗伟章、马平、
蒋蓝、刘裕国、向以鲜、白浩、向荣、李明春、王
国平等 10 位作家、 评论家先后在会上发言。
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是四川省作协开展文学扶贫
“万千百十”活动进入收官阶段，学习贯彻全
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精神举行的一次
全省性乡村题材创作会。参会人员围绕“积极
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
“提高站位，深入生活，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化和新时代中国乡
村的发展前景”“发扬乡村题材写作的优秀
传统， 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塑造新
人，书写新史诗”三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阿来在讲话中谈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川乡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脱贫攻
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
有，显著改善了四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展现了新时代四川的发展前
景。 面对新时代如此重大的现实题材，四川
的作家不要错过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要成
为观察者和积极参与者。全国脱贫攻坚战一
打响，四川省作协就同时展开了一个参与脱
贫攻坚大工程的小工程，叫文学扶贫“万千
百十” 活动。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 从数量上看，我们反映脱贫攻坚的
作品在数量上是超额完成的，但脱贫攻坚题
材创作的成功与否，其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
写作者这一方面。眼下有些写作者在从事乡
村题材创作时， 往往缺少纵深的历史感，容
易陷入就事论事，以事例诠释国家政策的窠
臼，作品程式化、概念化。用老腔老调谈论新
事物，难免会落入老套。阿来指出，今天的脱
贫攻坚是改造落后乡村的一场全面战役，所
着眼的不是某一个贫困家庭具体的增收指

标，而是整个乡村社会面貌的改变，文明程
度的提升。 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平时习
惯在文学圈里打转，在面向历史时往往不能
形成纵深的历史观。深入生活就是去脱贫攻
坚现场认知社会，扎根人民就是在现实中学
习。写作者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创新反映人心
和人性的新方式，才能从整体上体悟到一个
曾经衰老的中国，如何一点点的改变，从物
质到精神再度走向强盛的内在秘密。阿来强
调，伟大现实的发生，其表现错综复杂，其动
机宏远深阔。 如果我们只以单纯的文学眼
光，去抓一个写作题材，再以所谓纯文学的
眼光一再过滤，除了留下一点空洞的激情和
无凭的修辞外，在文字中留下的只会是一个
做出机械反应的呆板身影，失去的将是活生
生的现实与现实背后更丰富的社会，以及历
史的纵深感。 如果我们的写作能克服功利
心，“用绣花功夫”的态度和“久久为功”的
决心，相信四川的作家在乡村题材的写作中
肯定能有更多更丰厚的收获。

散文作家蒋蓝， 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
出， 脱贫攻坚题材写作不应该是对一个政治
命题的描红作业， 而是对四川伟大的乡土文
学写作的强力续接。 散文作为非虚构写作大
于、高于新闻特写、纪实写作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强调的是以在场的方式呈现历史往事、现
实真相，并将写作者的思想、情感、观点等等
隐藏于描述的细节当中。 景、物、人、事、路是
中国乡村文化的五大元素， 也是用散文表现
新时代乡村题材的五大要素， 更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点所在，缺一不可。

第一批参与“万千百十”活动的作家刘
裕国和郑赤鹰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 《通江水
暖》。 刘裕国在发言中谈到，近三年来他数次
走进大凉山乡村采访， 深深地体会到要创作
好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只有紧贴乡村热土，
才能感受蜕变， 才能对新时代乡村历史性巨
变做出细致生动的描绘， 才有洋溢着时代气
息的文学表达。他结合刚刚创作完的《大凉山
走向明天》谈了三点个人体会：紧贴乡村，才
能听到擂鼓般的脚步声；紧贴乡村，才能听到

荞麦拔节的声音；紧贴乡村，才能听到凤凰涅
槃的鸣叫。

何处寻乡愁？ 诗人、评论家向以鲜，从人
类古老的诗意及哲学的乡愁情绪入手， 渐次
深入的阐释了扎根于农业文明土壤的儒学乡
愁，剖析乡村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提
示人们关注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现实，
以及在此种背景下所涌动的充满诗意的乡
愁。 他认为，今日的乡愁，沉重又令人陶醉、不
安。 今日的乡愁，已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或诗意
的情绪，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要通过文学作
品为未来的人类学研究保留一个当下的真实
乡村。

作家王国平来自四川江油的偏僻乡村，
对乡村生活不仅非常熟悉， 而且对农村生活
的艰辛与困苦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谈到对
乡村的关注和乡村题材创作时， 他认为要注
意发现乡村题材书写中的“新乡村、新活力、
新变化”，坚持乡村题材书写中的“原生态、
原住民、原乡愁”。 只有发现和认知新时代乡
村的“三新”，坚守新时代乡村的“形”“根”
和“魂”，才能在重回乡村或故土时，不至于
迷路。

评论家白浩目前正在从事一项课题，对
省作协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中创作的
小说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四川不光在脱贫
攻坚社会运动中是全国的关键战场，在反映
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领域也是关键战场。四
川在围绕脱贫攻坚主题的小说创作方面，无
论是在主题突破、现实主义深度、乡土文学
鲜活性、队伍集结等方面，还是在体制上的
文学组织实践、创作群的崛起、现实主义写
作活力的焕发上等， 都取得了新的瞩目成
就，已经构成四川文坛一个突出的、有意味
的现象。可喜的是，现实主义一旦形成主潮，
就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乡土文学
作家队伍的总动员与成长已凸显，构成了新
世纪四川文坛一个现实主义文学与乡土文
学的中兴现象。

关于乡村和县城， 一直是李明春在小说
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他结合自己目前正在创

作的一部反映乡村 70 年巨变的长篇小说，谈
了个人的体会，认为今后在乡村题材创作中，
要从三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作品要有历史
的纵深感和当下的时代特征。 时代是历史进
程的一个阶段，有传承也有创新，只有厘清历
史渊源，才有书写的意义。 第二，作品要有生
活情趣和思想深度。 文学反映生活，也要有作
者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 第三，作品要有寻
常百姓和英雄情怀。 英雄出自百姓，百姓也有
英雄情怀。

四川是乡土文学大省， 一百年新文学史
上最卓越的经典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乡土小
说。 评论家向荣在发言中提出，精准扶贫，是
主旋律文学的写作。 从题材和主题上说，也是
一种大有作为的文学写作。 自古以来，四川就
是乡土四川，直到现在，乡土性仍然是四川的
地方属性， 乡土四川仍然是四川文学特别是
乡土文学重要的书写对象和创作源泉。 新时
代乡村题材从创作谱系上说，可以纳入“底层
写作”的文学范畴。底层写作的美学原则应当
书写人在生存困境中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乡
村题材蕴含着极其繁复无比的丰富历史意涵
和现实意义。

哪里的乡村？ 谁的乡村？ 什么时候的乡
村？ 作家马平在发言时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
说，铁凝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通过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才能获得对自我与世界的新的认识， 从而完
成自我的锻造、 主体的重构等， 对他启发很
大。 他认为，新时代乡村题材的书写，作家应
摒弃已有的生活经验来重新认识身边的乡
村，呈现的乡村应该是读者心中的乡村，是时
代新人正在建设中的乡村，是我的乡村。

创作主体的生命投注， 才是文学写作的
根本。 《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作家罗伟章
认为，以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是自主的，
现在城乡正打破壁垒，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那
堵高墙，正在消除或者说已经消除，使得书写
乡村的作家会有一些茫然失措。 老一批从乡
村出来的作家，确实如铁凝主席所说，知觉和
认识很容易滑向已经消失的经验， 滑向自己

童年的乡村； 新一代的乡村作家还没有成长
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对乡村的文
学书写是苍白的。 这是因为，“乡村题材”这
个术语目前并没深化为文学术语， 这可能带
来一个后果，就是缺乏生命投注。

《星星》诗刊多年以来一直关注新时代
乡村题材诗歌创作。 星星诗刊杂志社社长、诗
人龚学敏说，早在 2013 年习总书记提出“让
农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后，
《星星》诗刊就开设了“记住乡愁”“最美中
国”栏目；去年又在刊物上开设了“放歌新时
代”栏目；今年和广西、安徽联动，并与新加坡
等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合作发起 “又见乡村”
主题创作。 同时他也指出，当下乡村题材诗歌
创作还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假，用陈旧的、过
时的意象来表达现时的情感。 二是慢，用过去
的眼光来看待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 三是空，
没有深入到生活的深处，抒情空洞。 四是旧，
没有创新意识。

侯志明在会议总结中提出， 书写新时代
的新乡村，用文学的力量助力脱贫攻坚，是省
作协开展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的目的
之一。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让
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何用
文学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伟
大斗争，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精品力作， 是全省广大作家共同面临的重大
课题。 侯志明号召全省作家，以各种方式深入
生活，把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新时代乡村书
写与庆祝建党一百年结合起来， 争取创作出
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 希望四川各
级作协进一步加强主题创作的组织、 服务工
作，支持作家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和高质量地
完成计划中的主题创作， 并积极做好优秀作
品的宣传工作。

省作协机关、 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在蓉作
家、评论家代表 30余人参加会议。

（童剑）

7 月 11 日， 四川省散文学
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成都举
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会员代表
及嘉宾 186 人参加会议。 省委
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彭雪梅，
省作协党组成员、 秘书长张渌
波， 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出席
会议。 张渌波在讲话中表示，希
望大家增强文化自信， 矢志创
新创造， 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高擎民族精神
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
术理想融入家国事业之中，再
创四川散文发展的新辉煌。

会议总结了省散文学会第
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谋
划未来五年的发展； 修改完善
《四川省散文学会章程》；审议
通过了 《四川省散文学会第六
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和
《关于修改四川省散文学会章
程的说明》修正案，审议通过了
《四川省散文学会第五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会议投票选举产
生了四川省散文学会第六届理
事会， 杨剑冰当选为学会第六
届会长，丁仕强、郭光泉、郎德
辉、彭小平当选副会长，马玉荣
当选秘书长。 （何一东 唐雪元）

日前，由四川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
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 成都市互联
网文化协会主办， 成都市作家协会、 天府
TV、成都时代出版社协办的第三届“金熊
猫”网络文学奖揭晓，四川籍作家宁航一
的《超禁忌秘密》、刘采采的《成都爱情故
事》、缦彩笺的《风神在人间》、彭春绵的

《银杏》获奖。
“金熊猫”网络文学奖创设于 2016 年，

面向全国征集，迄今已举办三届，挖掘了众多
潜力网络作家及作品， 助力优秀网络文学作
品的 IP 化进程，历届获奖作品已实现纸质出
版、有声小说、影视拍摄、定向创作等形式转
化。 （作迅）

攀枝花市作协举办
2020年出作品出人才系列活动

日前，攀枝花市作家协会“2020 年出作
品出人才系列活动”在仁和区拉开序幕。 攀
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赖小红，攀枝花
市作协主席李吉顺，市内作家、诗人、评论
家、文学爱好者共 40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四川省作家协会八届五次全委会精神举办
的，与会专家对仁和区作协会员提交的文学
稿件进行认真点评。 据悉，该活动分为诗歌、
散文、小说三个组，将采用座谈、看稿、改稿、
交流的方式持续深入盐边、米易、东区、西区
和攀钢、攀煤等地开展活动。

（黄薇）

汶川、南部两地作协开展
文学创作交流活动

7 月 6日至 7 日，汶川县作协、南部县作
协文学创作交流活动在汶川县举行。 阿坝州
作协副主席、汶川县文联主席杨国庆，汶川
县作协主席王明军， 南充市作协副主席、南
部县作协主席邓太忠等 10余人参加活动。作
家们先后参观了羌族民风民俗博物馆、汶川

县博物馆，了解汶川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座谈会上，两县作协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作协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情
况。 大家一致认为，要不断开展文学活动，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打造文学精品，助推当地
经济文化建设。 （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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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南充文学》
奖”评选揭晓。 该奖项由《南充
文学》编辑部设立，每三年评选
一次，分设小说 、散文、诗歌 、新
人四个类别。 此次参评作品为发
表在《南充文学》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作品 。 冯飞的 《蛊·
惘》、骆驼的《小小说四题》、龙
小龙的《二叔》获小说奖 ；蒋蓝
的《峨眉山笔记》、王杰平的《乌
镇两题》、何华的《我的外公》获
散文奖 ； 吕历的 《嘉陵江·组
诗》、胡绍珍《草木民间》、罗铖
的《罗铖的诗》获诗歌奖；潇月的
《十九岁的夜想曲》 获新人奖。

（南讯）

7 月 27 日，大禹文化研究座谈会在汶川
县博物馆举行。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刘道平，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以及张映勤、马
平、卓慧、蒋蓝、凸凹、王国平、卢一萍、张人
士、周闻道、尉迟克冰、马王、杨国庆、王永安
等专家参加。 座谈会由四川经济日报社社
长、总编辑李银昭主持。

座谈会上， 专家们多角度解析大禹遗

迹， 对大禹文化、 大禹精神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 在此前两天的采风活动中， 作家们
参加了大禹华诞庆典仪式、 参观了西羌文
化街、细阅《汶山禹迹》图文展等，了解大
禹故事、领略大禹文化。 作家们表示，此次
来汶川采风，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回去后，
他们将继续深挖大禹文化、 撰写新时代大
禹故事。

（周圆韵）

汶川开展多项文化活动弘扬大禹精神
近日，刘裕国、郑赤鹰创作的长篇报

告文学《大凉山走向明天》已由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发行。两位作家多次深入大凉
山，在 11个国家级贫困县以及部分非贫困

县的贫困村，跋山涉水、走村入户，采访了
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 160 多位干部
群众，深度挖掘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动人
故事和心路历程。 （雨讯）

近日， 成都市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
会副主任李银昭散文集《一册清凉》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作者从自
己的亲身经历出发， 记录生活中发生的点
点滴滴和闪光时刻，由点及面，由小见大讲
述生活感悟，人生感受。成都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凸凹为该书作序，他指出，蕴含着人本
主义思想的《一册清凉》，看似大多写的别
人，以及人对待生灵万物的态度，实则是写
作者自己。除了文本与人本的互文性，文章
温度和清洁叙事， 李银昭的散文还在字里
行间蒸腾出了唯美的特质。 （袁韵）

李银昭散文集《一册清凉》出版

黄勇历史文化散文《走马锦城西》出版
近日，黄勇的历史文化散文《走马锦

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由成都时
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在众多反映成都
历史文化的图书中， 独辟蹊径地从明朝蜀
王文集珍品中挖掘相关史料， 真实还原了

明朝中期时成都的历史文化状况。 《走马
锦城西》作为 2019年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 是对成都积淀深厚历史文
化的进一步展示， 和对天府文化进一步研
究的成果，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黎明）

张宗基长篇小说《音乐世家》出版
近日， 内江作家张宗基创作的长篇小说

《音乐世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
书以鹅江（今隆昌市）为背景，讲述了王、汤两
家几代人的音乐故事。 他们有的人走出小城，
到了北京、上海，活跃于国家级音乐盛坛；还有

一些人到了海外，却不忘本土，致力于地方业
余音乐文化，谱写一曲辉煌壮歌。作者谈到，音
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我写《音乐世家》，就是
想借手中的笔， 同那些为音乐奋斗一生的人
倾心一谈，表达对他们的仰慕之情。 （江讯）

贺继彪作品集《醉笔耕云》出版

近日， 诗人贺继彪作品集 《醉笔耕
云》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精
选作者近二十年来所创作的近体诗词、对
联近三百余首（幅），辞赋五十余篇。 作者
多年潜心于诗词、楹联、辞赋的学习、推广
与创作，以深厚的国学底蕴、丰富的人生

经历、厚重的情感基调抒写了人生各种况
味。 中国文化研究会创新文化委员会秘书
长北莫（温慧明）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赞
其作品“展现出更宽广的社会现实、民风
民情，更有一种悲悯的力量”。

（卓讯）

傅全章散文再次入选语文试卷

四川省作协会员、龙泉驿区作协荣誉
主席傅全章创作的散文 《学会在过程中
享受》，入选“备战 2020 中考·语文冲刺
押题卷（西藏卷）”。 该文是一篇能够给
人的思想和生活以启迪的文章，在《杂文

报》上发表后，被《思维与智慧》杂志和
多家网站、博客、报刊收录、转载，并先后
连续多年被全国多个省市作为初中三年
级的语文试题。

（印子君）

刘裕国、郑赤鹰长篇报告文学《大凉山走向明天》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