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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四川文学发展 年度报告

直面重大主题

直面重大主题是 2022 年四川报告文学作品的鲜明
特点。 作家们立足四川，从历史或现实社会生活里有影响
的事件中，挖掘具有时代特色和要义的重大主题。

著名作家阿来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两百年的康
巴传奇》影响持续，既登上了“非虚构作品 20 部”新世纪
文学二十年·专家榜，同时《瞻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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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辈报告文学领军作家谭楷以长篇报告文学力作
《我用一生爱中国》 荣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作家走进历史的深处，挖掘出生动的
细节和精彩的故事，提炼出具有时代内涵的重大主题。 著
名作家罗伟章以长篇报告文学新作 《下庄村的道路》获
得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作品
描述了下庄村人民为美好生活而战天斗地的全过程，颂
扬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表现时代
的宏大主题。

中青年作家陈新一直热衷于国家重特大题材， 尤其
是重特大科技题材的宏大叙事。 他倾注十多年精力，全面
书写中国探月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月上》，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陈果的《翻山记》被称为是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的史诗般的长篇报告文学， 为中国农村正在发生
的历史性变迁，搭建起以小见大的纸上文学展厅。 杨虎的
《中国有个战旗村》以“追寻领袖足迹、讲好战旗故事”
为核心，深度挖掘战旗村文化，展现出“红色战旗、绿色乡
村、幸福家园”的乡村振兴新形象。 蓝帆的《中国龙的心
脏》反映有关核动力研发的内容，作品主题宏大，充满了
正能量和蓬勃向上的精神。 三星堆于 2020 年重启发掘
后，成为全国关注的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刘裕国的《让古
蜀文明重器重焕光彩》，以“在场直击”的手法，刻画了
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新时代考古工作者形象，
表现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凸显了“让古蜀文明重器
重焕光彩”的主题。

如果将报告文学的内涵拓展一些，从“非虚构”这
个角度去考察，那么还有一类作品值得关注，那就是基
于四川本土历史文化的非虚构写作。 这类型的代表作有
蒋蓝的《成都传》 ，作家在资料扎实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的文化趣味和修养，将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呈现出有温度
的样貌。 龚静染的 《李劼人往事：1925———1952》，2022
年 11 月获首届李劼人文学奖，它以李劼人经历嘉乐纸厂
的兴衰史为线索，让读者看到一个在文学之外的、更真
实的李劼人。

倾情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是国之大
计。 四川作家充分发挥报告文学“旗帜”和“号角”的独
特优势，真情投入，倾情书写。 经过省作协创联部精心策
划，四川省作协与四川省乡村振兴局、省直机关工委、人
民网四川频道联手， 在人民网四川频道主页面开办了
“四川乡村振兴进行时”专题栏目，极大地调动了四川
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每月收到稿件 10 余篇，发
表作品共计近百篇。

杨俊富发表了该栏目的开篇之作 《小叶子， 大产
业》，告诉读者，产业振兴，关键在人，要把梦想种进土地。
作品叙事生动，文学表达充分。 赵云鹏的《乡村振兴圆我

梦》，讲述村民德吉———一位土生土长的丹巴姑娘，选择
回家开办民宿，作品视角独特，故事生动。税清静的《瓦岩
村的苹果红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团机关落实“民族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抓落实的有力行动。 眉山市东坡区
太和镇永丰村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 作家周闻
道的《永丰村的四季植物》，描绘了村民发展以果蔬为主
的现代农业，从而走上富裕道路生动场景。 邹安音的《大
凉山行》视野宽泛，画中见人物、见故事，将散文与报告文
学写作手法有机结合，艺术特色浓郁。 罗薇的《此间有新
意》，展示乡间旅游景区建设，将美好休闲环境诉诸读者
感官。 作品思辨色彩浓厚，文笔清新优美。

2022 年，四川广大报告文学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主动奔赴乡村振兴第一线，积极拥抱城镇乡野。
孙建军、牛放、税清静、丛守武、周渝霞、蔓琳、傅厚蓉等
作家深入大凉山、乌蒙山区田间地头，掌握一手资料，撰
写了一批关于贫困农民在世界银行资金支持下加入农
业经济合作组织，从而改变生产生活走向乡村振兴的动
人故事。

廖伯逊把乡村振兴作为重点题材，浓墨重彩进行书
写。 他多次深入崇州，实地采访体验，撰写了《从贫困村
到“幸福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等 7 篇作品，被
环球人物网刊发。蔡晓慧的《丘区里的简阳乡村性格：自
然 自如 自信》，映射出乡村振兴道路成功应具备的核心
要素，树立起一个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不断前行的乡村样
板。 曹永胜参与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携爱而行》，全景
式呈现“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累”的三替集团的
发展始末和丰富内涵，展现了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不懈追求和努力。

聚焦当下热点

深切关注社会热点，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报告文学作
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四川作家一如既往地积极投入。

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四川作家重任在肩。 向剑波的长
篇报告文学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以主人公刘存
乐在黄河“几”字形顶部东北角内蒙包头阳向营村创办
原生态农场的经历为经，以刘存乐与动、植物朝夕相处，
与自然对话为纬， 写出了一篇让人眼睛一亮的情趣盎然
的生态文学。 章夫撰写的《黄河源头的六个断章》，通过
对黄河源头自然风光的描绘，写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呈现“诗意的栖居”的生活状态，让黄河源头不再只是一
种浪漫的想象，而是诗意的流淌。

如何引领村民们走上乡村生态旅游之路？ 杨俊富的
《甲根坝，驴友眼中的世外桃源》做出了有力的回答，甲根
坝镇依托“环贡嘎两小时经济圈”，建设了一批有特色的民
俗集群。 廖伯逊先后走进甘孜州海拔最高的色达、 理塘等
县，走进边远牧场、牧民家庭和植树种草现场，撰写了《绿色
发展的色达路径》等 5篇生态报告文学作品。 刘光富撰写
的《寻访千鸟湖》， 描述泸州市叙永县摩尼镇仙草湖的变
换，反映生态建设的成就。王旭全的《春行桃花村》，描写了
遂宁射洪市沱牌镇桃花村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工程， 这是
四川乃至全国乡村治污的一个样本，具有典型意义。

四川报告文学作家以大爱情怀关注民生。达真的《上
水之上》，5 个篇章，约 23 万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温江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密码，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城市温度，
在回味间聆听三医产业发展的脉搏，每个故事、每个人物
都倾注了作家大量情感。 李佩蔺的《自贡救人民警谈“走
红”》，通过短小故事，将基层民警既管“鸡毛蒜皮”，也
管“惊天动地”的日常生动还原在读者面前，传递出基层

民警为民办实事、纾民忧、解民困的满满正能量。
抗击新冠疫情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 为这一历史大

事件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学证词。 郭子玖立足志愿者
抗疫活动先后创作了 《永不褪色的橄榄绿———小区扫楼
王的抗疫咏叹调》《省长的文化情怀》 等多篇报告文学，
聚焦重点地域的疫情防控战。 程永忠、廖浩君的长篇纪实
文学《青年战“疫”———华西医者的仁心与担当》，生动
展现了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大战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青年
医务工作者在武汉前线艰苦奋战、 挽救同胞生命的英雄
事迹，讴歌伟大的抗疫精神。

创业创新是国家赢得未来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双
创”更是被频频提及。 蔡晓慧的《丁兆：中国“药”自强》
讲述了一位“85”后海归青年创新创业的故事，作品呈现
的人物经历和信念令人动容。

讴歌时代英模

文学典型寓于时代性、 社会性和普遍性之中。 2022
年， 四川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 走进报告文学作家的笔
端，像一束束夺目的强光一样，引人注目。

讲好模范故事，折射时代亮光。 广汉市委组织部基层党
建工作特色鲜明，在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被评选为第六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广汉市
委组织部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反映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和工作
成效。 2022年，他们组织了 10名广汉市本土作家，对四川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镇（街道）、村（社区）、学校、两新企
业、社会团体等党组织书记等，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深入挖
掘，创作了报告文学集《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张守帅、王眉灵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行走的光芒：
记基层好干部罗从兵》， 讲述藏族青年干部罗从兵讲政
治、顾大局、显担当的故事，塑造了一心为民、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基层干部先进典型。刘裕国的《向着此间的高
峰》生动表现了周学东追梦口腔医学科学，抢占世界前沿
高地，打造世界一流口腔医院的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中
国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孜孜以求的科研精神。

税清静深入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采访一级革
命伤残军人、战斗英雄涂伯毅，撰写了报告文学《烈火英
雄———记一级革命伤残军人、十佳五老涂伯毅》。 杨素宏
深入川东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派出所采访， 写下了歌颂基
层民警先进事迹的《峡谷里的派出所》《峡谷警事》。 袁
瑞珍、章勇、张忠辉等深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发基地采
访，分别创作了《山海绝恋》《于无声处壮国威———中国
第一艘核潜艇诞生记》《中国有色金属》， 激情讴歌了核
动力院锆合金材料专家的故事。

凡人微光，最暖人心。 罗纹江的《杏林春暖》，描写年
轻女医生付念萦全心全意为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护航，尤
其是三年抗疫，深入隔离区对感染者进行零距离救治，刻
画了“敬佑生命、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职业
精神。 吴慧英的《5185180———我要帮我要帮您》，写的是
茶坊社区一支历经十七年风雨锤炼的 2700 余名社区志
者的大爱情怀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李佩蔺的《大山走出的
特教老师》，将视角聚焦到“中国好人”韩天学 ，他走进
特殊孩子的心中，帮助学生们找到了个人价值与自信。 刘
舒扬的《“张燕阿姨”和她的 15 年》，刻画出一个心系儿
童公益事业、坚持无私付出的温暖的人物形象。 小人物折
射大时代，小人物的善与美，这既是对社会和时代的真实
照见，也是引发社会关注的重要看点。

（执笔：文谷）

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四川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在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引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的
导向，广大作家们顺应时代，把握大势，追逐新时代文学前沿，直面重大主题，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投身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关注当下热
点，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在书写四川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中，用真心，动真情，下真功。 四川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亮点纷
呈，实力凸显。 作品在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

站在新时代前沿
———2022四川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年度报告

四川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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