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张江 / 校对 李红雨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A特12

广东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勇担光荣使命，谱写时代华章

顶层设计统全局 统筹谋划绘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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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上面、下面，塞着一

箱箱口罩、防护服、导尿包
……机舱两侧悬挂着十几面
五星红旗，在灯光的映照下，
传递着温暖。”

2020年，新冠疫情刚发生
不久，3月2日，《人民日报》便
发表了由张培忠、许锋联合采
写的报告文学《千里驰援》，这
是全国第一篇反映各地区医
疗队驰援湖北的报告文学，被
全国 20 多家媒体转载。

面对疫情，省作协积极开
展“以笔为援，抗击疫情”主题
文学活动，以“点对点”形式
组织多位重点作家采写抗击
疫情题材重点作品，积极采写
疫情防控一线感人故事、先进
事迹。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五
年来，省作协始终坚持与时代
同行，组织了一大批反映时
代、贴近现实的专题创作，除
了抗疫题材创作，还组织了改
革开放题材创作、小康建设主
题创作等，在文学的画卷上绘
制时代的精神图谱，创作出了
一批批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

精品力作。
作为广东文学的优势门

类，近年来广东涌现出一大批
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
（曾平标），《大国商帮：粤商发
展史辩》《横琴——对一个新
30 年改革样本的 5 年观察
与分析》……这些作品不仅记
录着南粤大地的重大变迁，也
描绘了英雄人民的重要足迹，
洋溢着时代气息、凝铸着时代
精神、代表着时代审美，以浓
郁的岭南特色、岭南气派、岭
南风格，成为广东文学的形象
使者。

“长篇小说是最重要的
‘文学重器’，是文学创作中的
巅峰，最考作家的精气神。广
东已进入加快打造‘文学重
器’的时间表。”张培忠表示，
自实施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
略，优先发展长篇小说以来，
广东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迎
来了收获期。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
士兵》自 2019 年出版以来，先
后斩获《收获》文学年度排行
榜、《当代》年度长篇佳作、第
四 届 长 篇 小 说 年 度 金 榜

（2019）作品、2020 花地文学
榜年度长篇小说，被诸多评论
家认为是 2019 年中国长篇小
说“最重要的收获”。

都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张欣先后推出小说作品《狐
步杀》《黎曼猜想》《千万与
春往》，将当下都市人的种
种行为模式、心态结构、情
感路径一一剖析呈现，展现
岭南都市文学的时代精神与
文化价值。

除了小说和报告文学，广
东的散文、诗歌、文学评论、
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皆枝繁
叶茂、硕果累累，诸多文学
精品在全国各类评奖中赢得
了荣誉，将南粤文艺推向新
的高度：

曾平标报告文学《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获
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冯娜
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获
第十二届（2016—2019）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胡
永红长篇小说《上学谣》、吴
岩的科幻文学《中国轨道号》
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

粤港澳同属岭南文化圈，
同根同源，同声同气，有着天
然的文化认同感。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被提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广东省作协立足

“双区”“双合作区”，加快培育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新增长点，
着力锻造岭南文学新高地。

为加快推进构建中国文
学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优秀作家
宣传推介，提升湾区文学的美
誉度和影响力，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今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省作协举办
了粤港澳大湾区系列作家作
品研讨会，该系列研讨会包括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
事》研讨会，杨克、卢卫平诗歌
研讨会，王威廉、南翔、蔡东小
说研讨会，詹谷丰、耿立散文
研讨会。

近年来，省作协对如何讲
好湾区故事，建设健康和谐的
文学生态，进行了积极探索。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作
家正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岭
南文学精品呈现多姿多彩、奋
进新时代的大湾区故事。

以《奋斗与辉煌》《我在一
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瓷
上的火焰——卢卫平诗歌精
选集》《你的目光》《伯爵猫》
《月光下》《山河故人——广东
左联人物志》《暗夜里的灯盏

烛光》《漫识手记》为代表的优
秀作品不断涌现，正是一系列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精
彩缩影，也呈现了广东文学、
湾区文学的新成果、新气象、
新特质以及新高度。

他们用文字记录时代。
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在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
事》中看到了新的时代风貌
和精神气象：“在宏阔的历史
背景下，广东创作的这部厚
重作品是非常有意义、有价
值的，它会在记述中国人民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叙事
中留下生动的记忆和浓重的
一笔。”

他们用诗歌诠释生命。
杨克始终坚守对时代变化和
新生事物的书写，以在场者的
细微观察为时代作证，以诗性
的表达诠释爱与生命的价值；
卢卫平着墨于普通人的生活
经历和感悟，展现了人活着的
尊严、充满韧劲的生命。

他们用小说打开新的窗
口。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在王威
廉、南翔、蔡东等作家身上，看
到了新时代大湾区小说创作的
独特魅力和新的特质，以及作
家对地处改革前沿的广东地区
社会发展和人性情感的把握独
到精妙：“三位作家对当今现实
的一些审视和观察，打开了我

们进入不同人生世界的窗口。
在文学叙事上，给我们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经验。”

他们用散文安顿心灵。
耿立坚持散文创作已有三十
年，他认为：“散文的出路不在
怀旧，散文的尊严在于建立新
的艺术范式，一种新的表达，
在文学新时代建立一个有别
于过去狭窄故乡的新的心灵
世界，用这个新故乡，安顿我
们的心灵。”

他们的写作，是粤港澳大
湾区历史、文化和当代生活培
育出来的文学之花，也是对大
湾区这片土地的最好馈赠。

近年来，省作协重点突出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
特色品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联盟、《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研讨会等一些推动大湾区文
学融合发展的机制、刊物相继
成立、创办，将催生更多“扛鼎
之作”“传世之作”。

“当前，新时代文学事业
正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面对新时代，波澜壮阔的
改革大潮和独特的中国故事、
中国经验为广东文学创作提
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和无限
可能。”张培忠表示，丰富实践
与瞬息万变的精彩现实，呼唤
着每一位作家，也考验着每一
位作家。

4 卷 100 万字、600 多个
故 事 、1000 多 个 人 物 ……
2020 年 12 月，国内第一部全
景式史志式纪录小康工程的
鸿篇巨作、首部全面讲述广东
小康建设辉煌成就的大型报
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
小康叙事》正式出版。

该部作品由张培忠担任
总撰稿，由喻季欣、黎衡、姚中
才、王十月、何龙、刘鉴、陈启
文、盛慧、李焱鑫、曾平标、王
威廉、陈枫等 13 位重点作家
历时一年多创作完成。作品
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
纬，以百姓生活变化为立足
点，描绘出了广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清明上河图”，被广
东省作协列为近年文学创作
的头号工程。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充分肯
定《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
叙事》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
义：“广东作家的文学实践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
践一脉相承，坚定文学信念、
守正创新，运用广东特色语
言、广东表达方式书写生生不
息的人民史诗，把中国道路、
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转化为精
彩的中国故事、丰满的艺术形
象，以精品力作致敬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辉煌
成就，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
果。”

“这是广东小康之路的一

部恢宏史志，也是用文学的情
怀和笔墨经历感受和描述表
达历史的优秀成果。”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
银认为，《奋斗与辉煌——广
东小康叙事》具有在宏观背景
下用微观方式展现的特点，又
有像水珠映照阳光般的奇特
效果。

全书紧扣“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广东为
主要叙事点，辅以全国的宏观
背景，围绕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通过“平凡人”的故事折
射时代变迁，以小切口展现大
主题，用百姓生活变化折射时
代变迁，深刻反映党带领人民
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非凡历
程。

作品纵横捭阖、气魄雄
阔，紧扣国家命运的走向，以
南粤热土为舞台，呈现一系列
关键而翔实的历史场景、历史
事件，阐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必然，为构建新时代
岭南特色文学话语和叙事体
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张培忠指出，《奋斗与辉
煌——广东小康叙事》彰显了
广东报告文学创作一以贯之
的视野、格局、气魄，是广东文
学向建党百年华诞、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一份重要献礼。

“以这部作品的问世为标志，
新时代广东重大题材、重点创
作必将迎来一个收获期。”张
培忠说。

“从小就知道有一种家
书，叫‘平安批’……收到一封
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
了。”4月23日，陈继明创作的
《平安批》荣获由中宣部指导、
中国图书评论协会组织评选
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

《平安批》是由省委宣传
部组织策划、省作家协会具体
实施的“改革开放再出发”作
家深扎创作活动的重要成果
之一。2019 年至 2020 年，陈
继明在汕头深扎，广泛收集素
材，深入体验生活，在韩江边
上的一个村庄一住就是 3 个
多月。期间采访了大量作家、
民俗学家、侨批专家等，积累
了大量采访素材和读书笔记。

2020 年 2月动笔，同年 8
月完成初稿，又用了接近十个
月时间进行修改。《平安批》围
绕以梦梅为代表的郑氏家族
于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
历，反映“侨批”在特殊时期承
载的守道怀仁、守义重情、守
财归根、情系桑梓的“中国
心”，被《人民文学》高度评价
为“有望改变走西口、闯关东
等‘迁徙’题材长期以来南北
失衡的格局，而且有可能使得

‘迁徙’母题创作出现新的艺
术海拔”。

据悉，“改革开放再出发”
作家深扎创作活动是广东省
作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落实广东省委宣传部关
于组织优秀作家扎根南粤开
展“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创
作要求的重大创作活动，目的
是立足广东改革开放沃土，以
本土重大现实题材为着力点，
以文学创作实践培养造就新
时代“柳青、路遥”式的广东作
家，创新性推动广东文学事业
异军突起、繁荣发展。

活动自2019年 9月 16日
启动，首批深扎作家杨黎光、
陈继明、熊育群、吴君、王哲
珠、丁燕采取挂职、蹲点的形
式，深入基层一线体验生活。
创作周期为3年，基层挂职蹲
点 1 年，其后返回原地、原单
位，进行为期1年的创作，第三
年发表出版作品。目前，6位作
家已经全部完成初稿，陈继明
长篇小说《平安批》在《人民文
学》2021年第1期发表并由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
社出版。

“陈继明扎根四个月，
写作六个月，不到
一年的时间就把
潮汕的文化表现
得 如 此 深 入、细

致，非常难得。”广东省作家协
会主席蒋述卓表示，广东一直
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作家要到生活中去，要了
解那个地方的语言、风俗民
情，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岭南
风味的好作品。

4月28日，由省作协主办
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作
家杨黎光长篇小说《岁月》、熊
育群长篇小说《双族之城》专
家审读会在广东文学艺术中
心召开。

张培忠在审读会小结时，
建议杨黎光、熊育群、吴君、王
哲珠、丁燕等五位尚未结题的
深扎作家要聚焦创作的共性
问题，下苦功夫修改作品、打
磨精品，重点处理好几个关
系：一是处理好深扎与创作的
关系。二是处理好历史和现
实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原乡
和现乡的关系。四是处理好
广东经验和中国故事的关系。

在张培忠看来，广东的文
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浓墨
重彩地书写我们40多年来波
澜壮阔改革开放实践的创造、
创新以及独特的经验，要树立
雄心、志气，增强自信，用心用
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
事、广东故事，创作出更多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
作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现象，为新时代文
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B 专题创作领风尚 精品力作结硕果

D文学粤军绘新章 南粤热土铸辉煌

E 扎根南粤树雄心 异军突起开新局

《脚印——人民英雄麦贤
得》《信仰——周恩来岭南纪
事》《惊潮》……2021 年“七一”
前夕，广东省作协发布了十部
红色题材重点作品，向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上一份文
学厚礼。

这份厚礼准备时间长达两
年。早在2019年，省作协就围
绕建党百年党史题材创作、红
色文学创作，强化统筹谋划，全
面谋篇布局——扶持党史题
材、红色文学创作，重点创作项
目达 20 多个，积极组织创作、
出版各类红色文学作品 155
部，红色题材主题创作花开全
省，渐成规模。

除了红色题材，多年来省
作协先后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
作推进会、全省长篇报告文学
创作推进会、全省儿童文学创
作座谈会、全省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广东省青年作家
创作会议、粤港澳大湾区儿童
文学高峰论坛，全面规划和布
局各门类的重点题材创作。

先后确定广东重大现实与
历史题材、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
红色题材、改革开放重大现实题
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创作
选题、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资金
扶持选题等 70 多个。

优化顶层设计是文学繁荣
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除了布局
重点题材，省作协先后提出实
施广东文学攀登高峰战略、“广
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旨在建
设与广东经济地位相称、与文
化强省地位相称的文学强省。

同时，审时度势，积极部署
制订《广东文学创作振兴三年
行动计划（2020－2022 年）》《广
东 省“ 十 四 五 ”文 学 发 展 规
划》。这些规划旨在筑就新时
代广东文学新高峰，为广东实

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
“两个重要窗口”提供文学支撑
和精神力量。

据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
副主席张培忠介绍，顶层设计
围绕建设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文学服务三支队伍，培育有特
色、有实力的作家群体和文学
评论队伍，建设有担当、有作为
的文学服务队伍，锲而不舍打
造“文学粤军”。

文学创作方面，抓好“改革
开放再出发”深扎作家挂职蹲
点跟踪服务，锻造精锐之师 ；
在全省遴选新锐作家，打造青
年作家百人方阵，邀请 25 名
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或名刊
名编作为导师，以一带二的方
式对其中 50 名青年作家进行
结对指导 ；着力扶持网络文学
有实力、有积累的“头部作者”，
加快形成网络文学创作第一梯
队；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
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影视
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门类各
打造30名主力军方阵。

文学研究方面，创办《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杂志，致力
于打造新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创
新、观念变革的最前沿和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新高地 ；联
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暨南大
学创办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
整合国内外资源，打造一流的
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基地 ；组
织精干力量编撰《广东文学通
史》《广东作家协会志》《广东文
学蓝皮书》。

文学服务方面，实行“五
抓”（即抓理论武装、抓岗位练
兵、抓业务提升、抓党性锤炼、
抓纪律约束），做到五管齐下，
着力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作协机关服务作家、
服务基层的能力。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通讯员 邱海军

C 湾区文学展新质 广东文学创新高

浩文脉，熠熠生辉。不拘
一格、不守一隅的岭南文化，

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在中华
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
文学名家。

岭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重要一脉，源远流长，底
蕴厚重。唐代有“粤诗之祖”张九龄，宋代有“粤词之
祖”崔与之及余靖等，明代有名载《明史·文苑传》的欧
大任，清代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
表的一批诗人，使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

近代以来，广东文学更是跻身于全国地域文学领先方
阵。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吴有恒、杜埃、黄秋耘、黄谷
柳等文学名家涌现，提升了广东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地位。

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精神和
姿态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展现出别样风格，在观念嬗变、
作品创作、体裁题材、风格流派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
探索和贡献，产生了改革文学、粤味小说、城市文学、劳
动者文学等大量独具广东特色的优秀作品，以及刘斯
奋、章以武、黄伟宗等代表作家、评论家。

自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
来，广东文学成为真实形
象地观照我国改革开放
和南粤社会变革历史进
程的文化载体，展示新时代广东人民
奋发、奋进追寻中国梦前进轨迹的文

本见证。

3 月 24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出版
集团联合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
研讨会在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举行

《《奋斗与辉煌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广东小康叙事》》

广东省作协发布十部红色题材重点作品：书写红色故事，献礼建党百年

省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