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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森强调，新时代文学需
要守正，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牢记“国之大者”，学习经
典、学习前辈，遵循文学的规律和
本质。同时，新时代文学还需要
创新，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更新思想范式、艺术形
式、话语方式，在生动火热的时代
实践中，捕捉新的语言、新的人
物，塑造新的形象、新的风格，创
造新的内容和形态。同时，文学
的创新不仅仅局限于文本以内，
也延伸于文本以外。在当今的数
字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下，新时代
文学要充分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走出惯常工作半径和路径依赖，
开拓新的影响力疆域，不断探索
新样式、新业态，充分发挥文学在
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与
电影、电视、戏剧以及网络视听、
游戏等文艺形态深度融合、联通
发展，实现“破圈”和“跨界”传播。

据张培忠介绍，70 年前，广
东省作家协会的前身——广州作
家协会宣告成立，仅有会员 34
人。发展到目前，全省共有中国
作协会员 686 人，省作协会员
4334人，市县作协、省级各分会、
网络作协及小作协会员超过 1.5
万人，网络创作者达20多万人。

从最早建立文学院到最早改

革文学创作机制，从率先开展文
学创作职称改革到创办网络文学
院、网络作家协会、小作家协会
等，广东省作协不断创新，在壮大
事业、改革体制、优化环境等方面
开拓文学发展的“广东路径”，成
就了在全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广
东版图”。

“在守正创新这一点上，广东
文学拥有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优
势。”张宏森表示，广东的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广东文
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文产强的
优势，深挖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
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的特色，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成为文学创
新的重要源泉。要充分发挥广东
对外开放程度高、文化交流交往
多的优势特点，坚持兼容并蓄、融
通中外，聚揽中外文化之长，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推动文学创作在
博采众长中不断取得新发展。要
继承发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开
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
容并蓄，在文学创作上敢为人先，
不断探索新手法、新风格、新形
态、新境界，向着新时代的文学高
峰奋力攀登，书写广东文学的崭
新篇章。

5月23日上午，广东省
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座谈
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来
自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
出版社、广东省委主题教育
第三巡回指导组、广东文联
等领导嘉宾，以及广东省作
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地级
以上市作协、省作协分会负
责人，全省老中青作家代
表，省作协各部门、杂志社
负责人等100多人参加了座
谈会。

55月月2323日日，，广东省广东省作协成立作协成立7070周年座谈会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周年座谈会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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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广东省文学界的同志
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广东省
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这是广东
省文学界的一件盛事。我谨代表
中国作家协会，对广东省作协成立
7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座谈会
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张宏森高度评价广东省作家协
会7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

他指出，70年来，广东省作家
协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深入贯彻党的文艺工作
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积极探索具有岭南特色的文
学发展之路，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名
家和精品力作，丰富了中国当代文
学的煌煌宝库，成就了在全国文坛
享有盛誉的“广东文学”。

这 70年广东文学春华秋实，
硕果累累，广大文学工作者坚守
人民立场，牢记文学使命，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深情耕耘，潜心创
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
神文化产品，引领了一个又一个
文学风潮。70年间，广东的伤痕
文学、改革文学、都市文学、打工
文学领潮争先，小说、报告文学、
诗歌、散文等创作活跃，在文学评
奖中屡摘桂冠。

《一代风流》《羊城暗哨》《花

城》《白门柳》等名篇名作脍炙人
口，《火红的云霞》《雅马哈鱼
档》《蓝蓝的大亚湾》等创新佳作
镌刻一代人的记忆。《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奋斗与辉
煌——广东小康叙事》《血脉》等
时代新作，用情书写新时代新征
程的颂歌。

这 70年广东文坛群峰耸峙、
星光熠熠。广东涌现出一大批德
艺双馨的名家大师，有欧阳山、秦
牧、陈残云等文坛大家，还有岑
桑、刘斯奋、章以武、黄伟宗、黄树
森等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更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作家、诗
人、评论家等中青年才俊。一代又
一代文学家接续奋斗，将一个个闪
亮的名字刻进广东文学乃至中国
文学事业的丰碑，汇聚成一支在全
国文坛享有盛誉的文学粤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座谈会上，广东省作家
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
表示，回顾广东省作家协会和全省
文学事业70年不平凡的历程，重
温初心使命，展望美好未来，不禁
心潮澎湃，倍感精神振奋。广东文
学有着光荣的传统，希望广大作家
继承并发扬传统，推动广东文学蓬
勃向上、欣欣向荣。

继承光荣传统 名家名作涌现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广
东文学过往的成绩，是与这种地
位作用相匹配的。”张宏森指出，
广东文学未来的发展，要进一步
向这种地位作用靠拢、看齐。

为此，张宏森就推动新时代
广东文学牢记国之大者、实现高
质量发展，给出了几点意见：“一
是砥砺初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
魂。二是捧出真心，坚守人民立
场，书写人民史诗。三是守正创
新，用更多精品力作攀登文学高
峰。四是共筑同心，汇聚铸就新
时代文学高峰的强大力量。”

张宏森表示，生活和人民远
比文学更宽广，只有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对人民的实践、创造、情
感、形象乃至话语方式有主动而
深入的关注理解，文学才能获得
鲜活的题材和丰沛的灵感。“我们
要去主动地接近人民、对话人民、
拥抱人民，把我们的作品交给人
民验收、邀请人民阅卷，让我们的
作品同广大的人民读者建立起广
泛深刻的联系，成为人民精神生
活中的活跃力量。只有这样，文
学才能在人民的喜闻乐见里更充
分地实现价值。”

在张宏森看来，各级作协组

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学工作
者的桥梁纽带，广东作协要持续
打造堪当重任的“文学粤军”，不
断壮大文学队伍，托举文学新力
量，建设科学合理的文学方阵和
人才梯队，造就一批领军人物，将
以实力卓著的作家群体作为文化
强省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省作协先后实施广
东文学攀登高峰战略、广东文学

“异军突起”战略，积极推进“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努力塑造与经济实
力相匹配的文学优势，成就了广
东文学异军突起、繁荣发展的第
三个丰收期。

张培忠表示，省作协和全省
文学界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把
握新使命新任务，要用全球的视
野重新认识和深刻把握我们脚下
这一片熟悉的热土，进一步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要用文学的方式
准确书写和生动呈现粤港澳大湾
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进一步
促进创作、打造精品；要用系统的
观念全面梳理和构建中国式现代
化的崭新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进一步抓好数字赋能文学，提升
价值；要用创新的思维继续拓展
和不断强化作协的组织优势和工
作职能，进一步服务发展、服务作
家；以担当作为的主动精神不断
开拓广东文学新局面。

勇攀文学高峰 不断开拓新局

会上，还举行了广东文学志
愿服务总队授旗仪式、《广东文学
通 史》《广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志
（1953-2023）》《广东青年批评家
丛书》新书发布仪式。

据介绍，广东作协今年将在
全省成立 10 支文学志愿者服务
队。广东省文学志愿总队于活动
当天成立，由省作协各部门、杂志
社在职在编全体党员干部和部分
离退休干部共108人组成。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2 月
期间，省作协组织广州地区文学
界、教育界2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
者联合攻关、集体编纂《广东文学
通史》，探索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
叙事体系，填补广东文学欠缺贯
通古今的广东文学通史的空白，
为建设中的广东文学馆提供学术
支撑，为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添
砖加瓦。

编纂团队由陈春声、黄天骥、
刘斯奋、陈永正担任学术顾问，张
培忠、蒋述卓担任总主编，彭玉平、
林岗、陈剑晖、纪德君、陈希、贺仲
明担任执行主编和分卷主编，经过
两年的努力，形成客观科学、耳目
一新、独树一帜、厚重而又灵动的
广东文学通史研究成果。

其间，召开13次工作推进会
议，经过分卷主编、执行主编、总
主编的3轮统稿，基本实现“三个
新”的目标，即新的史料的发现、
新的观念的阐述、新的体系的构
建。《广东文学通史》分为古代
卷 、近 代 卷 、现 代 卷 、当 代 卷
（上）、当代卷（下）共计 5 卷，约
240 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大
力支持，严格把关，加班加点，精
编精印，终于在省作协成立70周
年之际顺利出版。

“文学通史的出版，填补了广
东文学史的研究空白，让我们得
以从历史的维度看待广东文学的
整体风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彭玉平表示，该书的出版，一定程
度上可以改变此前文学史界对广

东文学价值和地位认识不够、重
视不够的情况，同时也为广东文
学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发展
提供信心和力量。

2022 年 1月至 2023 年 4月，
广东作协还组织编纂了《广东省
作家协会志（1953-2023）》，认真
梳理广东省作家协会发展脉络，
抢救、挖掘、收集、留存广东文学
重要资料，丰富广东当代作家研
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史料。该书由
张培忠、蒋述卓担任主编，陈昆、
苏毅、刘春担任副主编，邱海军担
任撰稿，系我国文学界编纂作协
志的创新之举。

《广东省作家协会志（1953-
2023）》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组
织机构、党的关怀、文学决策、文
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评奖、文
学培训、文学活动、文学阵地、文
学交流、党的建设、专题、人物、
附录，约 50 万字，由花城出版社
于2023年5月出版。

据悉，2021 年，为发现和培
养广东优秀青年批评人才，促进
广东文学理论评论多出成果、多
出人才，推动新时代广东文学评
论工作创新发展，省作协经公开
征集、评审，确定扶持《广东青年
批评家丛书》出版项目 10 部作
品，分别为：杨汤琛《趋光的书
写：诗歌、地域与抒情》、徐诗颖
《跨界整合：湾区文学的多元审
视》、贺江《深圳文学的十二幅面
孔》、杨璐临《湾区的瞻望》、王金
芝《网络文学：媒介、文本和叙
事》、包莹《时代的双面——重读
革命与文学》、陈劲松《寻美的批
评》、朱郁文《在湾区写作——粤
港澳文学论丛》、徐威《文学的轻
与重》、冯娜《时差和异质时间
——当代诗歌观察》。这批青年
批评家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出发，探讨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为汉语写作所提
供的新美学经验，展现了“粤派批
评”的新实践新贡献新力量。

实现“破圈”“跨界”书写崭新篇章

实现“三个新”目标 填补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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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在
座谈会上讲话

广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张培忠在座谈会上致辞

座谈会现场

张培忠在系列活动发布仪式上做情况说明

我成长于六朝古都南京，
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有着
耳濡目染的亲切感。而长期
在香港的工作与生活，更让我
体会到在中西交汇的语境中，
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

命力，以及在不同文化形态的
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创造性
转化的卓越能力。

长篇小说《燕食记》是一
部以饮食为切入点的作品。
选择这一角度，是对粤港这方
水土经年考察的结果。饮食
是岭南传统文化于当下最为
生动而亲和的呈现。这部小
说以濒临失传的莲蓉绝技为
引线，联结了四代粤点师傅的
命运流转，也凸显了传统文化
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受的考验
与挑战。

写作之余，我也在思考文
学创作于当下的意义。《燕食
记》中的叙事场景，发生在粤
港。粤港浩漫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城
市性，与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了
美好的对位。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文学创作者，讲好粤港故
事、岭南故事，也成为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体现。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
强则民族强。”“坚守人民立
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这既是每个文艺工作者
心中坚守的创作导向，也是我
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时代
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广阔舞台，“立文之道，
惟字与义”，我愿以绵薄笔力，
将岭南传统文化作为基点，勾
勒 丰 赡 的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图
景。以文为履，砥砺前行。

挖掘“富矿”，广东文学未来可期
会上，广东老中青作家代表刘斯奋、陈继明、魏微、葛亮分别发言，

畅谈广东文学的特点、优势与未来前景。

这几十年来广东省作协
对我有诸多关怀与鼓励。《白
门柳》第一部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一个普
通干部，不是专业作家，在偶
然机会下开始创作，同时得到
老作家陈残云同志、欧阳山同
志等人的鼓励。老一辈作家
对后辈作家的关怀从来都是
很重要的一种鼓励，因此我至
今还记得很清楚。

如今进入新时期，我认
为广东文学有两大特点：

第一，广东作为改革开
放先行一步的地区，这几十
年来发挥了广东人敢为人先、
敢于喝“头啖汤”的精神，在改
革方面闯出了一条路子。改
革开放是广东文学创作的“富
矿”，还有很多挖掘的空间和
前景；第二，广东是全国人口
大省。这几十年来很多全国

各地的人才涌向广东，参加广
东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
文艺创作，这些人才是非常
珍贵的“富矿”。这次我们报
上去参评茅盾文学奖的三部
作品，其作者都不是广东本
土人，都是新客家人。新客
家人的才能同样是广东文学
的“富矿”。把这些“富矿”挖
掘出来，我觉得未来的广东文
学创作大有希望。

刘斯奋[作家、书画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改革开放和人才是广东文学的“富矿”

我从宁夏来到广东有 15
年了，在创作了《七步镇》和

《平安批》之后，我会说我是
一位广东作家。我觉得我是
幸运且幸福的，当我打算重振
旗鼓，弃旧图新，好好下功夫
写小说时，我遇上了广东省作
协历史上最生机勃勃的几年。

《七步镇》之后，我成为广
东省作协副主席。紧接着，广
东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共同
组织了“改革开放再出发”广
东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活动，我有幸被选中，开始在
汕头写作侨批题材。

今年我刚刚完成了一部
关于敦煌的长篇小说，入选中
国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目
前正在修改。接下来我将全
力以赴，积极参与省委宣传部
和 省 作 协“ 打 造 新 版《人 世
间》，浓墨重彩书写广东创业
故事”创作计划，回到韩江流
域，重新深扎蹲点，书写韩江
流域人民在新时代的创业故
事，力争写出一部有温度、有

厚度、有深度的长篇小说。
广东省作协一直用最大

投入、最高热情、最新创意，
凝聚全省的创作力量，激发广
东作家的实力和潜能，引领广
东作家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
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我们
这些年纪不轻但仍然健壮的中
年作家也应该重新焕发创作热
情，积极写作，争取给伟大时代
留下伟大作品，向人民、向历史
交出优秀的文学答卷。

陈继明[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焕发创作热情，交出优秀文学答卷

俗 话 说 ，人 到 七 十 古 来
稀，可是广东文学却正年轻，
焕发着勃勃生机。七十年来，
广东省作协始终坚持以“为人
民书写，为时代立传”的宗旨
方针，引领一代代作家记录时
代风云，讴歌像草木一样平凡
且坚韧的个体生命，探讨人与
时代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文学是人学。作为作家，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或者
说人民，向来是写作的题中
义，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人民中
的一员，为人民而写，其实也

是为自己写。写作不仅是表
达个人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
重要途径，也是对社会、对人
生的深刻体验和反思。人，从
来不是独立的存在，从诞生那
一刻起，就与人群发生关系，
进而与时代、社会发生关系，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处理这些
关系：人际关系、时代关系，
文学要表现的正是这个。因
此，从人民中汲取灵感和力
量，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时
代，映照人生，一代代的广东
作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广

东文学也因此获得新生。
守正创新是广东省作协

一直以来的文学创作理念。七
十年来，一代代的广东作家在
守正的前提下，勇于创新，不断
拓展文学的边界，探索新的创
作领域和风格，为读者提供更
加丰富、多样化的文学体验。
广东是一片热土，岭南文化以
丰富性、包容性见长，尤其是近
四十年来，这里是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社会生活的广阔深
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别样风
景，舞台阔大，帷幕正在拉开。

魏微[作家、广东文学院院长]：

守正创新，拓展广东文学边界

葛亮[作家]：

将岭南传统文化作为写作基点

系列活动中发布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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