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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四川文学发展 年度报告

一、根植于巴蜀文化之下的多声部合奏

（一）地域与巴蜀文化题材的挖掘
2022 年，四川诗人们在对于四川地域与巴蜀文化的

挖掘上得到充分展现。 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集出版
都立足在巴蜀壮美山河与丰富厚重的人文景观之上。 一
是精准聚焦的地域写作， 成为当地文化宣传的窗口，如
龚学敏的组诗 《见锦江》、 彭志强的 《西江河》《红瓦
店》；二是对巴蜀山水的历史挖掘，如梁平的组诗《水经
新注：嘉陵江》，杨献平的组诗《蜀地之诗》，此外健鹰的
长诗《青铜平原》以三星堆文化为脉络、以川西平原为
神韵进行全面梳理。 凸凹出版的长诗《水房子》是为李
冰立传，蒋德均出版的长诗《李庄行》和李自国的诗集
《富顺，和它醒着的鱼》均为巴蜀大地讴歌。

（二）新时代多维度的书写
2022 年我们迎来“二十大”，在这一年里四川诗人们

对于新时代进行多维度书写，努力奋发、勇毅前行、团结
奋斗，以实际行动用笔触描写时代华章。 星星诗刊杂志社
开设“放歌新时代”“最美中国”栏目，诗人们纷纷书写
新时代的变化。 许多诗人的创作得到中国作协和省作协
的重点帮扶。 在工业题材上，龙小龙出版诗集《新工业叙
事》将目光和笔触聚焦新工业题材。 马登的《与天空投
屏》书写中国航天载人飞船升空的骄傲。 马飚组诗《成昆
线》《氢一样的美》书写新时代工业的风貌。 对于自然环
境的变化，诗人龚学敏近些年诗歌创作，这种对于生态环
境与人类生存的诗歌题材比较关注。 继他出版个人诗集
《濒临》后，全国引发对于生态诗歌讨论的热潮。 随着中
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很多诗人生活在城市，也在书
写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感知。 熊焱的《日常》组诗就是这其
中的代表， 表达了都市人在日常生活中从细小处感知生
命。 而随着四川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川定居，
这种“异乡人”的身份与“新四川人”的交融，为诗人们
创作带来灵感。 来自甘肃的阳飏、来自山西的吴小虫、来
自黑龙江的黎阳、蓝格子、来自江西的汪峰都在 2022 年
奉献出自己的作品，持续为四川诗坛注入新的活力。

（三）公共事件与诗歌的书写
2022 年是严峻的一年，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加；国内我们经受了疫情、空难、地震、限电等严峻考
验。 在复杂的历史处境和波澜起伏的现实生活中，这些
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构成语言的存在环境，作为观察
者、见证者、亲历者，四川诗人们用笔写下自己的语言。

9 月 5 日，四川泸定发生 6.8 级地震，面对灾难的打
击，四川诗人们积极响应四川省作协、省文联号召，省作
协发起关于动员全省广大会员作家聚焦重大现实题材讲
好四川故事的倡议， 星星诗刊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共刊发
9.5 泸定地震救灾诗选 9 期共 149 首，防疫抗疫诗选 3 期
共 55 首，有作品被四川文旅厅制作成视频朗诵，在四川
文化旅游电视台成为“众志成城，救灾抗疫”专题播放给
全川百姓，鼓舞人心。 在这次泸定地震中，雅安也属于地
震灾区。 在地震后，雅安作协，作为灾区心系灾区，闻令而
动，积极组织骨干作者开展文学创作，用敏锐的触觉，捕
捉鲜活的片段和感人事例，传递抗震救灾现场的主旋律，
讴歌英雄的群体和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紧要关头，书
写诗歌的除了专业诗人们的在场， 还有深处于地震前线
的灾民们、救援官兵、基层诗人们，他们用自己最真实质
朴的情感书写面对灾难时受伤心灵的宽慰， 对救援的鼓
励与感谢，对灾难抗争的决心。

二、在奋进中掘新的四川诗人们
2022 年，对于四川诗人来说，荣获了不少奖项和荣

誉。 四川诗人们在首届谢灵运诗歌（双年）奖、《长江文
艺》双年奖诗歌奖、第二届屈原诗歌奖、第四届昌耀诗歌
奖、首届艾青诗歌奖青年诗人奖等全国各大重要诗歌奖
项上斩获佳绩，获得荣誉。 各种诗人群体得到进步扩展，
老中青三代纷纷发力。 上至八十多岁高龄还坚持创作发

表新作的老牌诗人，再到实力诗人、中年诗人、青年诗人
均在《诗刊》《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扬子江
诗刊》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新作佳篇，受到关注。

（一）诗集的出版
2022 年，四川诗人们出版诗歌专著近 20 部。这些诗

集的作者从各自的人生体验出发，以不同的角度呈现生
活感受。从出版时间先后来看，翟永明的《全沉浸末日脚
本》（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 年 1 月）是她暌违诗坛多年
后，又一力作，作品延续了以往强烈的女性意识，又生发
出无数超越其上的新观察与思索。 诗人哑石 2022 年出
版新诗集《日落之前》（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年 1 月）
收入了 2012 年至是书写日常生活还是历史感受，在诗歌
中书写自我，批判现实，探索世界，甚至命名世界，为我
们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世界的角度。 柏桦出版了新书
《橘颂：致张枣》（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年 3 月），
这是诗人怀念并致敬挚友张枣的散文、诗歌、书信合辑，
是一部真挚动人的诗文作品。 2023 年 1 月，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2022 年度十大好书”揭晓，该书位列其中。
凸凹在 2022 年带来的重磅长诗《水房子》（春风文艺出
版社，2022 年 3 月），是第一部叙写李冰的长诗，成为书
写山水的当代范例。 尚仲敏 2022 年由果皮书店出版的
诗集《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后在成都举办分享会，邀请
了何小竹、吉木狼格等一大批第三代诗人的参与。 胡亮
也出版了他的新诗集 《片羽： 胡亮诗选（2019-2022）》
（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年 10 月）聚焦于大自然的神性
和人类的羞愧感，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进行探讨。 敬
丹樱 2022 年带来新诗集《周一的火车》（太白文艺出版
社，2022 年 11 月出版）。此外，少数民族诗人们也出版新
的诗集。 藏族诗人羊子的 《岷辞》（四川民族出版社，
2022 年 1 月）， 主要写的是中国西部岷山这座上古时期
诞生古老神话的昆仑大地，对范仲淹“岷山起凤，汶水腾
蛟”的一个文化映照和历史回应。 彝族诗人阿米拉果的
《擦肩而过的微风》（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 年 1 月），
彝族诗人沙马加甲的《小草在歌唱》（四川民族出版社，
2022年 11 月）也纷纷出版问世。

二）女性诗人的创作
2022 年四川多位女诗人纷纷出版新诗集，受到关注。

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坚、中国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的
翟永明以及敬丹樱、蓝晓、卓兮都在 2022 年带来自己的
新诗集。 除了在诗集出版中佳作不断，四川女诗人们在诗
歌创作中集体发力，70 后、80 后女诗人钟渔、鲁娟、桑眉
等女诗人均在 2022 年在全国重点期刊上有作品发表。 其
中，鲁娟作为四川省唯一诗人入选《诗刊》第 38 界青春
诗会。 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中，康宇辰、余幼幼等 90 后
女诗人正在成为当下诗坛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三）在诗歌评论及四川诗人研究方面
2022 年，四川大学李怡教授、刘福春教授在诗歌史

料和文献上，继续做出努力，相继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重
要理论文章。 诗人、诗评家王学东在岁末推出了重要理
论著作《< 星星 > 诗刊（1957-1960）研究》，这是第一次
对《星星》诗刊从 1957 年创刊到 1979 年复刊的历程全
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张德明在《当代文坛》2022 年 1
期发表评论文章《精神邀约与诗性美学———龚学敏 < 濒
临 >》的日常意义与档案价值》。《星星·诗歌理论》结合
当下诗坛实际，做出及时的诗歌批评文章在场。其中“新
时代文学”专辑、新诗的古典运用、新时代乡村诗歌的抒
写、新时代诗歌与读者的关系、新诗传播破圈、机器人写
诗等话题等在诗坛引起巨大讨论和传播。 此外，哑石的
创作受到关注，第三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会重
点研讨了哑石的诗作。

三、冲破囿困的四川诗歌活动
2022 年，受到疫情影响，四川的诗歌活动、诗歌讲座、

诗歌晚会、诗歌研讨等相对以往有所递减，但随着网络

化的发展，活动的举办形式也开始多元化，从线下开始
走上线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诗歌公益讲座
2022 年，四川的诗歌公益讲座中，星星诗刊诗歌进校

园公益讲座已成为多年的诗歌品牌活动， 虽然深受疫情
影响，但仍然共举办了 16场，为孩子们心中种下诗歌的种
子，为培养诗歌后继力量打下基础，诗歌公益进校园活动
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首批受到“诗歌进校园”公益
讲座影响的中学生今年已经成长为 2022 年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的营员。此外，“红色文艺轻骑兵·百场讲座送
基层”在泸州、德阳、广安、凉山、宜宾、南充、广东、双流等
举办，共进行公益诗歌讲座 21场。公益讲座在满足基层群
众和文学爱好者的文化需求的同时， 也为基层作家的创
作提供指导，提升了基层作家的创作水平。

（二）诗歌节及诗歌活动
2022 年，四川诗歌活动虽然不多，但是在品质上仍

然受到认可，可圈可点，在一些品牌诗歌活动打造中有
持续也有新变。

“2022 中国四川·阿坝州马尔康第四届阿来诗歌
节”、 四川省第九届少数民族艺术节、 第四届阿来诗歌
节、“我眼中的新时代·眉山行”“我眼中的新时代·成都
行”主题采风采访创作活动顺利举办，四川师范大学诗
歌研究中心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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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眉山隆重举行；
“2022 第 15 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 首次采用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全省多所高校共同发起的
“奋斗者·正青春———迎接党的二十大·四川高校诗歌朗
诵大接力”凝聚青春的力量，以诗歌朗诵的形式合作接
力；在高温限电时期，中国电力作协四川分会克服困难，
坚持为时代放歌，为职工抒写，注重线上线下两个结合，
开展文学创作活动。

2022 年四川各地市州继续保持与北京高校、刊物的
合作举办各种诗歌节。 第一届“任洪渊诗歌奖”颁奖典
礼在平乐古镇举行。 中国诗歌学会举办的“中国诗歌地
图·富顺”直播。 遂宁国际诗歌周暨《诗刊》2020—2021
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活动在射洪举办。 国际诗酒文化
大会第六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泸州开
幕。 第九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在广元顺利举办。

（三）《四川百年新诗》的出版
2022 年 7 月末由四川省作协编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四川百年新诗选》突破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和
局限，历经 3年终于正式出版。上中下三卷汇集了 1917 年
至 2017 年间 500 多位四川（包括 1997 年前重庆）诗人或
较长时间旅居四川的省外籍著名诗人在四川报刊 （书
籍）发表的优秀新诗作品，是一部全面展示四川百年新诗
成果的诗歌巨著。

结 语
总的来说，2022 年四川诗人们以深厚的巴蜀文化沉

淀和敏锐的诗学眼光，突破疫情、地震、高温限电等一系
列困境，诗歌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展，诗歌的创作激情进
一步被点燃，对于巴蜀文化的挖掘进一步开拓，老中青三
代诗人的创作成果进一步得到认可。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
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同一题材的书写上容易同质化， 诗坛
“老面孔”居多，缺乏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等。 在写作技
术上， 对诗歌艺术品格的提升和诗歌可能性探索上功夫
下得不够，引起学术界关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少；高校
和诗坛的活动缺乏实质性有效的交流与发展， 没有形成
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探讨， 无法形成对四川诗人走向
全国的推广力；一些诗歌活动虽然数量多，投入大，但多
为一场活动后无实质影响，无法形成长效机制，激活并带
动当地诗歌的实质发展；四川诗歌的活力不足，特别是利
用新媒体技术普及和推广上缺乏创新性等。 这些问题，需
要诗人和评论者们在今后的创作及理论研究中逐步解
决。 （执笔：任皓）

2022 年对于四川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来说，是多声部合奏的一年。 多题材的文学涉猎，多维度的时代书写，让 2022 年四川诗歌呈现出百花齐放，兼
容包蓄的特点，诗歌现场创作成果丰硕。2022 年，四川诗人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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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流媒体发表，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9 位诗人成为 2022 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 13 位四川诗人的作品
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2022 年中国诗歌精选》，近 20 位诗人们公开发行出版诗歌专著。 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多种题材的书写带给我们惊喜。

多题材，多维度，多声部的合奏
———2022四川诗歌创作年度报告

四川省作协诗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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