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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神采、可圈可点的四川文学
———2022四川文学发展年度报告总论

2022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党的二十大在这一年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文学亦是如此，回看 2022 四川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每一个文

学门类都有其结出的硕果，这固然与作家们各自的艺术天分、洞悉时代、文学创造力和辛勤耕耘分不开。 但如果从一个地区整体性地去考察，就会发现文学发展与

整个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与时代变迁和地方政策的重要关联。 2022 年，四川省作家协会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围绕“一新”“二大”“三有”“四高”的工

作思路，继续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务实工作、潜心创作，与广大作家们共同努力，创造出全省文学事业欣欣向荣、持续向上的新局面。

2022 年，四川文学的总体发展态势表现为：文学创作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文学阵地建设巩固发展、文学活动主题突出、精彩缤纷。 这一年，四川涌现出不少获得

重量级奖项的优秀作品：阿来担任编剧的电影《攀登者》，罗伟章长篇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谭楷长篇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获得

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编发的中篇小说《红骆驼》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阿来长篇小说《寻金记》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张生全长篇小说《道泉记》入选中国作协 2022 年“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创作改稿项目；10 余位作家、作品先后获得全国多个文学奖项。

2022 年，全省作家紧扣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建设生动实践，深入采访、潜心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等重

要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部（篇、首），各文学门类也出现了一些颇为“惊艳”与创新之作。 2022 年四川文学的各门类也都有比较优异的表现。

一、文学创作成果

2022 年， 我省各个门类的文学创作都有可圈
可点的成绩。 小说创作方面，作家们在努力寻求表
述时代人文精神的渠道，也在实际的创作中思考现
实与人的关系，反思身处受现代性影响至深的现实
中人们的处境，将“现实”的纵深进一步推进。四川
因其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赋予了四川小
说创作丰厚而独特的生命力，也造就了四川作家的
文化品格和文学内涵，如何发掘本土文化资源与历
史资源，发掘四川文学具有的民族、地方二重性和
互补性，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书写四川人民独特的
生存样貌和文化品格，是小说创作者们需要思考的
问题，也是四川小说创作有着无限潜力和成长空间
的关键因素和本质。

诗歌创作在 2022 年继续保持了与文学现场的
亲密关系，呈现出多题材、多维度、多声部的创作特
点，整体趋势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创作成果丰硕，
近百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先后在 《人民文学》《十
月》《诗刊》《星星》《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
学》《扬子江诗刊》等主流报刊媒体发表；多位诗
人在全国性的多个重量级诗歌奖项中有所斩获；诗
歌评论方面，李怡、刘福春、王学东、张德明等在诗
歌理论建设、诗歌文本批评等方面皆做出贡献。 同
时也应该看到， 诗歌创作中依然存在同质化书写、
诗歌艺术品格提升有限等缺点，期待在未来能逐步
解决和改善。

散文在 2022 年有地域性书写、大地写作、名物
散文、行走散文等多个层面的创作成果，但作为一
个书写范式较为自由的创作门类，我省的大多数散
文创作，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散文写作形式，缺乏突
破和创新， 有意识突破散文创作边界的作家及作
品，少之又少。 从一个散文创作大省迈向散文创作
强省，亟待四川作家的自我革新、自我突破和自我
反省。仅从当前评论家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取材频度
这个指标来考察，四川的散文创作显然还需要很长
的路要走。

2022 年，是四川省报告文学的丰收年：罗伟章
长篇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谭楷长篇报告文
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获中
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阿
来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的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分别入选 2022 年度丝路书香
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龚静染的《李
劼人往事：1925———1952》获首届李劼人文学奖；陈
新长篇报告文学《月上》，进入中宣部评选的 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被中宣部出版局遴选
进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 9 月
书单。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四川报告文学
创作需要在未来努力弥补的不足之处：一是对乡村
振兴经验和人物挖据的力度不够，缺少有重大影响
力的典型人物和事件； 二是从收集到的作品看，一

些作品的“报告文学味儿”还不够浓，有的作品在
思想性、新闻性、文学性的“三性”融合表达方面还
存在一定差距。 期待 2023 年报告文学有更亮眼的
表现。

儿童文学创作方面，2022 年四川儿童文学创
作继续在原创领域深耕细耘，积极探索。 所创作的
现实类小说、幻想类小说、图画书在题材和内容方
面均有所创新， 儿童散文和儿童诗较往年有所进
步，创作类别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童话等方方面
面，内容涉及时事、历史、自然、人文、传统等，以或
厚重、或轻盈、或奇幻的笔触书写现实，营构幻想世
界，涉及到勇气、希望、爱、纯真和成长等主题，想象
力丰富，贴近当下孩子生活现状，以孩子的视角，书
写对的理解，展现了当代学生、家长和教师等的新
面貌，以及他们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影视文学创作方面，2022 年，电影市场在疫情
影响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中终于迎来了抬头的曙光。
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已见复苏。 四川
影视文学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追求，在守正中
创新，在提质中突破，持续推出优质作品。我省参与
制作的电视剧在主旋律、古装、现实三大类题材中
皆有成果，但受疫情影响，2022 年我省参与制作的
电影不多， 疫情之后， 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
2022 年， 四川影视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呈崛起之
势，多篇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的研究论文表明四川
影视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的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
来，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四川影视文学理论
批评与研究当中，将会产生更丰硕的成果。

文学理论批评方面，2022 年，四川的文学理论
批评建设提升到了新高度，四川文学理论评论成果
作者主要以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等高校、研究所科研人员以及四川省作家协
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各市州作协、评协从
事理论评论的人员构成，这些理论家们以宽广的视
野、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发出川派
之声。 2022 年四川文艺理论评论家们在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各大出版社出版各类著作数十部，在《光明日报》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
无论是文学路线方针的学习贯彻、文学基础理论研
究、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整理、文学思潮流派梳理
等传统研究，还是理论评论阵地建设、网络文艺与
文化研究、文学评奖、文学理论批评学术会议等文
学机制的建设，抑或是切入现场的文本的批评与阐
释、 作家作品的研讨都取得不俗成绩。 总的来说，
2022 年的四川文学理论评论对四川文学事业的发
展贡献了重要推动力，理论批评家们深度参与了四
川文学的发展。 纵观全年四川文学理论评论的发
展，长期以来形成的缺陷不足依然存在，但是，在有
力举措的推动下，在迈向新台阶的征程上，文学理
论批评会爆发出应有的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
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为新征程上的中国文化和中

国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未来的
一年一定会在 2022 年丰硕的理论成果基础上更进
一步。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四川是一个有众多少
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
我省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出于对创作人数、影响
力大小等多方面的考虑，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年度
报告以藏、彝、羌三个民族为主。 2022 年的四川藏
族文学，呈现出持续开拓创新，坚持稳健发展的态
势， 在文学的质量与数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
步；2022 年，四川彝族母语文学以《民族》杂志彝
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彝文出版中心、《凉山文学》
彝文版、《凉山日报》 彝文版等书刊媒体为主要平
台，凸现出审时向上、丰富多彩、多向突围的态势；
2022 年的羌族文学，多以历史、文化与现实相结合
的构成方式，通过作家们的艺术审美和想象力的加
工，来彰显现实主义的时代精神，他们以满腔的热
情书写羌族风物，将生活在这一片故土的深情融入
到笔下，在承传文学的民族性的基础上，通过现实
生活的描摹与意象呈现，讴歌着新时代的美好。

科幻文学创作方面，2022 年是四川省科幻文
学积蓄力量和多方探索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中短
篇作品佳作频出，获奖颇多；四川科幻在组织层面，
做到了高效引领，继续发挥各个平台的优势。 总的
来说，2022 年，在“世界科幻大会”落地成都的背
景下，四川科幻作家、编辑、学者一方面在原来创作
评论轨道上继续推进，成果卓然；另一方面也广泛
地参与了与 “雨果奖” 和世界科幻大会相关的工
作，国内反响强烈，进一步强化了成都“中国科幻
之都”，四川“中国科幻高地”的文化定位。 我省科
幻文学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未来将有成为引领全
国科幻文学发展中心领地的可能。

网络文学创作方面，2022 年，网络文学在疫情
影响下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如广告投放量减少、
网络文学网站流量下滑、 网络作家签约门槛抬高
等，虽然没有出现引发全民热潮的“大爆款”作品，
但各种题材类型、IP 领域都有持续产出一批反映时
代风貌、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引领新潮流。
四川作为网络文学大省，拥有一批实力雄厚、全国
知名的网络文学作家，2022 年，四川网络文学“场
域” 内的各方力量积极活动，“网络文学川军”活
跃在网络文学创作一线，持续发力，输出多种题材
类型的作品，向精品化、经典化、多样化迈进，在全
国及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四
川力量。

二、创新做亮文学品牌，文学阵地建设巩固拓
展

《四川文学》入选 2022 年全省农村书屋重点
出版物推荐目录，《星星》诗刊品牌地位持续巩固，
《当代文坛》继续保持“三核心”优势。 《青年作

家》高质量发展，跃身名刊行列。 创办的《中国
网络文学研究》辑刊，为中国网络文学研究提
供四川方案。 在成都、绵阳、眉山、阿坝、泸州等
地建立首批 12 个四川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在彭州等地建立“四川
作家创作培训基地”，在叙永建立“四川省文学
创作培训基地（儿童文学）”，为作家潜心写作
构筑优质平台。

三、文学活动精彩纷呈，文学奖项有声有色

深入实施“文学+”计划，与中国作协共建
中国南亚文学交流中心获批， 与浙江作协签订

东西部文学协作框架协议， 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云听”、 四川总站及四川传媒学院签订四方战略
合作协议，持续深化与重庆、湖南、江苏等地的文学
交流合作，与新华文轩搭建全国首个创作与出版沟
通平台“‘轩言’学习交流会”，推进四川大学文新
学院驻校作家工作，在四川师范大学成立四川作家
影视改编研究中心，不断扩大文学“朋友圈”。 举办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举办王火文学创作八十周
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与省直机
关工委、省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祖国，大凉山向您
汇报”乡村振兴系列文学活动并在人民网开办“四
川报告：乡村振兴进行时”报告文学专栏，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合举办“川渝作家环保行”采风活动，扎
实开展“我眼中的新时代”成都行、眉山行、“现代
化四川新征程”达州行和“乡村振兴”越西行等主
题采风创作活动， 有序推进 “红色文学轻骑兵”、
“《星星》诗刊·诗歌进校园”和文学志愿服务等活
动，文学惠民品牌效应逐步彰显。

成都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 阿坝阿来诗歌节、
民族文学周、青稞文学奖，广元剑门关文学奖、乐山
李劼人文学周暨首届李劼人文学奖等有声有色。 资
阳安岳作家协会文学志愿服务项目获中国作协
2022 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优秀项
目。 广元成功创建地级市中国文学之乡。 换届改选
后的南充作协、中国电力作协四川分会在当地的影
响力持续扩大。 巴中作协加强组织体系建设，进一
步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川煤实现基层片区文学协会
分会全覆盖，达州、泸州、雅安等地持续壮大文学队
伍。 眉山、遂宁等作协活动扎实。

2022 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疫情带来的无差别
破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存困境不时
出现，如何揭示人类生存困境，深度刻画时代精神，
书写“后疫情”时代的人类现实，成为每一个写作
者面临的问题。从 2022 年全省的创作成果来看，作
家们书写的题材和深度进一步拓宽，主旋律题材和
重大主题作品比重增加，获奖作品成绩突出。 在省
作协的积极工作下，各类文学平台建设也取得了进
一步成果，为全省的作家们提供了更好的创作环境
和更有力的服务。 全省文学发展总体呈向上的趋
势。 但也需要看到，在省内作家们充分发挥巴蜀地
方文化特色融入写作，创造出众多地域性强的作品
的同时，大多数作品对当代中国性等相关主题的思
辨和省悟还不充足，缺乏全国性的关照。 同时，文学
基础理论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数量上还很稀
少，理论建设任重道远。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为新征程上的中国文化和
中国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四川
文学在来年一定会在今年取得的各种成果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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