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6 日， 由四川省作家
协会创作研究室主办的蒋蓝
“天府广记三部曲” 作品研讨会
在成都举行。省作协创作研究室
主任马平，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
黄立新， 省作协副秘书长牛放，
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艾莲及作
家、编辑、诗人、评论家庞惊涛，
凸凹，周维东，石云，王小红，周
毅，梁昭，王学东，廖芸，贾登荣
等近 40 人齐聚一堂， 分享了蒋
蓝在创作中对人文、历史、自然
风貌的独特挖掘和呈现。研讨会
由马平主持。

与会嘉宾认为， 蒋蓝的创作
打通了自然、历史、社会、人类、宗
教、哲学、艺术等各学科，他不知
疲倦地奔走于田野之上， 细致入
微地考辨，用他幽玄锋锐的笔法，
在文本上进行厚重深邃的呈现。
《锦官城笔记》作为《成都笔记》
《蜀地笔记》的续篇，全书分为蜀
人外传、风物猎记、天府新录三个
部分， 梳理了有关锦官城的历史
文化、人物典故和物候风俗。蒋蓝
在题材上坚守着蜀地的文化，这
并不是他的狭隘， 反而展示了他
宏大的视野， 他的写作手法上融
合杂糅了 “文学人类学式的书
写” ，引入西方新的观点，再本土
化打量蜀地。“天府广记三部曲”
以书写巴蜀人物、风物、名物的笔
记系列， 再一次凸显了蒋蓝用非
虚构的散文方式挖掘、解读、书写
巴蜀历史的卓越才能。 他用“笔
记” 将其分列，各有侧重，然后构
成三部曲。 在他的这三部笔记系
列著作中，巴蜀人物、名物、风物
是主线条，他通过多年的阅读、采
访以及实地踏勘大成都范围内的
山川河流、建筑废墟、战场遗址、
地方风情、传说掌故等，在利用、
尊重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廓
清、梳理事物之间的关联，再融入
浓郁的情感而完成了内容涉猎动
植物、历史人文、地域风貌等多方
位的地域文史散文。 这些散文不
是追求还原历史的真相， 也不是
用文学的方式进行科研考古，而
是具有文学趣味、 真情和想象的
文学创作。所以，它不是另一种历
史，而是另一种文学。

据悉， 川大历史系教授王小
红为该作品作序，点赞蒋蓝“用
文学的笔调，书写巴蜀历史。让历
史鲜活地走到今天。 ”

《锦官城笔记》是对前面两
本书的补充和完善，这样，‘天府
广记三部曲’ 就完整了，100 万字
的笔记，穿越 2500 年。 作者蒋蓝
如是说。

（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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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四川省中小学征文活动启动
10月 19日， 第六届四川省中小学生征文活

动启动仪式暨杨红樱文学交流会在四川棠湖中
学举行。著名作家、评论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伍立杨出席并讲话，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四川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杨红樱， 中国小记者学院执行院长李在万，
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主席王永忠，新华文轩四
川数字出版传媒公司、山东出版集团、明天出版
社、安徽出版集团、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都市

双流区委宣传部，成都市双流区纪委派驻区委宣
传部纪检监察组，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成都市
双流区文联、 作家协会等单位派员参加启动仪
式。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刘
凯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成都市数十所学校师生
代表及文学爱好者参加启动仪式。

青少年作家代表、 棠湖中学小作家班学员
肖雯文分享了自己的写作历程。 杨红樱与广大
师生现场做了交流。 （赵颖 胡娜）

10 月 16 日，四川作家书画院成立座谈会在
省作协八楼会议室召开。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侯志明，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省作协
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李铁， 省作协党组成
员、秘书长张渌波，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省
作协副主席伍立杨，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洪厚甜等出席座谈会， 作家、 书画家代表何开
四，石真，杨宗鸿，曾杲，高海平，蒲秀政，赵立，
赵晓梦，章夫，邓子强，彭飞龙，赵智，杜阳林，远
人，吕历，聂作平，税清静，贾志刚（牛放）参加
座谈会。座谈会由张颖主持，伍立杨介绍与会嘉
宾和参会人员。

侯志明在讲话中指出， 四川作家书画院，是
基于作家队伍中的书画家以及书画爱好者而成
立的一个组织。 自古以来，著名作家大多也是著
名书法家，如古代的王羲之、苏东坡、郑板桥，近
现代的陈毅、郭沫若等，众多文艺家以手中的笔
书写并传承弘扬着中国文学及书画艺术，使之成
为中华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书画家不
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纯粹书画家，他们在临摹抄写
前辈经典之外，更多的是题写自己的作品或者即
兴创作，展示的不仅是书画的功底，还有思想的
光辉。在四川的作家队伍中，书画人才济济，为促

进四川作家队伍中具有书画艺术水平的书画家
和书画艺术爱好者的书画艺术作品创作，整合文
化资源，服务于文学事业和广大作家，推动与社
会各界的交流，弘扬、展示与传承中国书画艺术，
四川省作协决定成立四川作家书画院。

座谈会上，侯志明为首任院长杨宗鸿、副院
长伍立杨和副院长兼秘书长贾志刚 （牛放）颁
发了聘书，并为“四川作家书画院” 揭牌。 洪厚
甜发表讲话，杨宗鸿，贾志刚（牛放）作表态发
言。 （骆驼 赵立）

省作协“我们爱文学”文学名家大讲堂走进广安
10 月 12 日，省作协“我们爱文学” 文学名

家大讲堂在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著名作
家、原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以《为文之
道》为题，围绕“我写什么”“我怎么写” 为内
容，作了专题讲座。 他从一部书改变命运、作家
应有的家国情怀、如何弘扬红岩精神、正确评
价历史人物、乡土文学应怎样写作、川渝一家
亲等方面，为大家上了一堂“为文之道就是为

人之道” 的精彩讲座。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0
余名师生、 广安各区县作协会员作家 60 余人
参加了讲座会。

此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 四川省
作家协会社会联络处、广安市作家协会承办。广
安市作协主席邱秋主持活动， 广安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余仪、 省作协社会联络处处长杨军出席
活动。 （李 亮）

“陆游田园诗歌暨新时代乡村诗歌”创作座谈会举行
近日，“陆游田园诗歌暨新时代乡村诗歌”

创作座谈会在岳池县举行， 座谈会由岳池县文
联、四川省岳池银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
办，《星星》诗刊杂志社、岳池银泰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岳池县作协协办。 龚学敏、罗
振亚、李云、黎均平、李犁、曹纪祖、冯艳冰、干海
兵、李铣、马培松、兰勇、黎阳、王彦奎等诗人参
加活动。

与会者一致认为， 乡村题材一直是当代诗
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代
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乡村呈现出不
同以往的面貌， 生活在其中的人正在经历着波
澜壮阔的变革。 新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歌要直面

这一变化的现实， 在继承古体诗优秀传统的基
础上表现好抒写好新的乡村现实。 现在的山水
田园诗不可谓不多，但其中很多作品存在远离
现实、矫揉造作的问题，部分诗歌甚至与当下
生活隔离“绝缘” 。 诗人没有真正走进乡村大
地，了解当下发生的现实，因此所写下的诗歌
缺乏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哲思，只是“文字的低
飞” 。 新时代的山水田园诗要体现真正的现代
性，增加理性内涵，加强理论建设，从更远大的
坐标处探究乡土和人类的存在。

活动期间， 主办方还举办了田园诗歌音乐
季暨《星星》诗人走进岳池诗歌音乐会。

（黎阳 晓晨）

广元市蜀道文学院成立
10 月 26 日，广元市蜀道文学院成立，广元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杨浩出席仪式并
讲话。广元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庆华，广元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崔一楠， 广元市作协主席张泽及市
内作家代表近 50 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崔一楠主持大会。

据悉， 广元市蜀道文学院将把挖掘蜀道精

神、 传承蜀道文化、 展示蜀道风采作为当然之
责，努力推出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精品力作，切实做大做强、做响做靓蜀道文艺
品牌，将在推介“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熊猫家
园、红色广元” 城市名片上贡献力量。

白天培任首任院长，李先钺、刘兆华、李中
学任副院长，郑勇任理事长。 （广元市作协）

成都市青羊区作协《琴台文艺》喜迎 10周岁
10月 27日， 成都市青羊区作协成

立 10 周年暨《琴台文艺》创刊 10 周年
庆典活动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侯志明，中共青羊区委二级巡视
员邱颖，省作协原副主席何开四，省作
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成都市作
协主席熊焱及四川作家网、《四川文
学》《星星诗刊》《音乐世界》《青年作
家》《散文诗世界》等报刊网负责人，成
都市 7个区市县作协负责人，青羊籍作
家等近百人应邀参加活动。

青羊区文联主席夏红艳致辞，青羊
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张中信回顾了
青羊区作协成立 10 年来的发展历程。
《音乐世界》社长、总编辑李牧雨，成都
市作协主席熊焱，崇州市作协主席傅安

分别发言。
青羊区作协与武侯区、 成华区、温

江区、新都区、崇州市、龙泉驿区作协达
成战略合作，现场发布了以共建共享为
主题的《青羊倡议》，并签定《区市县
作家协会战略合作协议》。

侯志明对庆典活动表示热烈祝贺。
他充分肯定了青羊区作协建立 10年来为
繁荣基层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希
望《琴台文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团
结广大作家，在发现作家、培养作家，在
出人才、出精品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

活动现场，第四届“琴台文艺奖”
颁奖。 还举办了《琴台文艺》获奖书画
摄影展览和青羊作协会员 10 年来创作
成果展览。 （青羊区作协）

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
活动持续推进

10 月 17 日，活动走进自贡。儿童文
学作家、 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李开杰
以 《营造一个理想中的少年世界》为
题畅谈文学创作心得、 交流文学创作
经验。 讲座中，李开杰从“用童年的视
角营造一个人性美好的世界”“营造
一个理想中的少年世界”“通过质疑
让世界更美好” 三个方面展开演讲。

10 月 22 日，活动走进甘孜州炉霍
县。 省作协副主席、甘孜州文联常务副
主席、甘孜州作协主席格绒追美作《继
承与超越———漫谈康巴作家群的创
作》专题讲座。格绒追美围绕深入挖掘
文学内核、充分调动文学表达等内容，
结合自身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
从文学的意义、价值、审美、内涵、担
当、 责任和康巴作家群的发展历程以
漫谈的方式为炉霍文学爱好者送上了
一份文学盛宴。

10 月 23 日，活动走进内江。 四
川大学教授、著名诗人向以鲜以《乡
愁的哲思与诗意表达》为主题，在内
江市图书馆为内江市内作家、 文学
爱好者进行了一场生动而精彩的讲
座。 讲座中，向以鲜分别从永远的乡
愁、风雅的乡愁 、乡愁与传统 、童年
和乡村、我的聂家岩五个方面，进行
了倾情讲解， 特别是提到其小时侯
聂家岩生活的地方， 让人们想起了

乡愁和回不去的故乡， 日暮乡关何
处是，此心安处即故乡。

10 月 23 日，活动进入北京景山学
校四川广安实验学校。 广安市作协主
席邱秋以 《让文学之光照亮我们的心
灵》 为题， 给全体高三师生作了专题
讲座。 邱秋从五个方面给同学们讲述
文学著作的产生对语文的影响以及著
名作家们怎样从作品中找到快乐，坚
守自我。他说，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
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
广阔的海洋。所以，书籍好比良师,它能
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解决我们心里的
疑问。

10 月 24 日，活动走进雅安市天全
县。 活动邀请了《四川文学》副主编、
著名作家杨献平， 著名诗人吕历授课；
省作协副秘书长鲁娟主持讲座，雅安市
作协主席钟渔致辞，雅安市各区县的作
家和 60 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杨献平以 《地域性和当代性对于
文学创作的助力与局限》为题，结合自
身写作经历，为与会者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诗人吕历以《诗意的存在与表
达》为题，从古今中外的诗歌流派和著
名诗人的代表作着手，为与会者带来了
一堂生动的诗歌讲座。 此外，在这次讲
座中，两位授课老师还就雅安市部分作
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点评。

泸州举行杨雪《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研讨会
10 月 20 日，杨雪散文集《故乡是

我的，也是你的》作品研讨会暨第二届
名家读纳溪活动在泸州市纳溪区举行。
此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
室、中共纳溪区委宣传部、泸州市作家
协会主办，纳溪区文联、纳溪区作家协
会承办。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
长尹汉胤，《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余
宁，《散文选刊》原主编王剑冰，四川
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牛放， 四川省作
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黎正明 ，
《四川文学》杂志副主编杨献平，四川
省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主任蒋蓝，四
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放， 泸州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合，纳溪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程少华，泸州市作家
协会主席张蓉、 常务副主席欧阳锡川
以及泸州作家、评论家代表 80 余人参
加研讨会。

会议分别由黎正明和欧阳锡川主
持。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杨雪作品给
予了肯定， 对其散文创作的丰硕成果
尤其长期保持赤子情怀， 对川南这片
热土上的人文风物、 民俗民物的书写
和几十年来不改的创作初心表示赞
赏，同时也从不同视野、角度发表了各
自对作品的解读和点评。

会后， 与会名家在纳溪进行了为
期一天的读纳溪采风活动。 （董洪良）

10 月 25 日，长篇小说《川西涅槃》座谈会
在青白江区文化馆举行。 活动由成都市青白
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 成都市青白江区作家
协会主办。 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省作协创研
室主任马平以及青羊区、 新都区、 金堂县文
联、作协负责人、文学爱好者等 40 余人参加
了座谈会。

《川西涅槃》是由青白江区文化馆职工余
震经过 8 年多时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 全书
37 万余字。 该小说是以川西为地域背景，以

“十二桥烈士” 刘仲宣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反映
红色文化、天府文化的长篇小说。

与会嘉宾就《川西涅槃》的文学性、思想
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大家认为，
一部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地方文化
的真实再现。 该小说是天府文化又一部优秀作
品。 同时，就该书再版时的书名和细节打磨，提
出了建议与意见。

座谈会后，与会嘉宾到小说中的故事发生
地———城厢古镇开展了采风活动。

（青白江区作协）

余震长篇小说《川西涅槃》座谈会举行

10月 25日至 26日，首届川陕甘渝
嘉陵江文艺名家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在
广元市朝天区举行。广元市文联主席王
万仁，市作协主席张泽，广元市朝天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国章，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杨治国，区政府副区长孙玉
娟，区政协副主席赵清玲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来自四川、陕西、甘肃、重
庆四省市的 150 多名作家艺术家以及
相关媒体知名人士组成的采风团，相聚
广元市朝天区， 在先秦栈道明月峡、地
下仙宫龙门阁、 生态康养曾家山等知名
旅游景区和网红地进行采风创作， 感受
“栈道之都、养生朝天”独特的魅力。

26 日晚， 在广元万达嘉华酒店召
开了采风创作活动座谈会。 南充、陇
南、宝鸡、重庆沙坪坝等市区作家艺术
家代表分别作了发言。 大家认为，大美
嘉陵、大道朝天，处处绿水青山风景如
画，千里嘉陵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采风创作的乐园； 朝天是嘉陵江畔
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的鲜活样本， 是亲
山、亲水、亲林、亲绿、益养、益寿、宜居、
宜游的重要目的地。 作家艺术家将通过
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帮助朝天多出作品、
广泛推介， 为这片美丽的土地赋予更多
艺术元素，增添更多的文化魅力。 立足大
嘉陵江保护、大经济带开发，以笔会友、
以墨抒怀，丹青妙笔绘就时代画卷，把嘉
陵江流域丰富的历史人文和旅游胜景呈
现给世人。 在重大战略中多为嘉陵江代
言，多为流域振兴推介，吸引更多投资者
助力嘉陵江发展，把嘉陵江建成践行“两
山” 理论示范带、转型升级示范带，共同
开启区域发展新篇章。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川陕甘渝嘉陵
江文艺名家采风创作活动会旗交接仪
式。 南充市作协副主席、南部县作协主
席邓太忠代表川陕甘渝嘉陵江文艺名
家采风创作活动下届举办地作了表态
发言。 （广元市作协）

首届川陕甘渝嘉陵江文艺名家采风创作活动
相聚广元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