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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特别是近7年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
一直把小小说（也称微型小说）当成是重点关注和
大力扶持的文学门类，当成是区域文化走向全国、
甚至走向世界的重要突破口。如今，武陵区经常创
作发表小小说的作家多达40多位，作品被《小说选
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
月报》等全国权威文学选刊转载或入选《新中国60
年文学大系》、《中外经典微型小说大系》等全国权
威文学选本的有近20位， 部分作家多次在全国性
的小小说大赛或年度评选中获奖， 部分作品受到
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

湘鄂赣皖文化行走进常德武陵

金屋藏娇：好一个“武陵小小说”
全国首家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花落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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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执行主编秦俑和武陵区小小
说作家戴希、刘绍英等边走边交流。

●●●●●

●●●●●

在常德市武陵区， 有那么一群对小小说有着一份特
殊的情感的人，他们至始至终关注着小小说的发展，为小
小说的创作呕心沥血，他们在为武陵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他们为武陵创造了文化财富，他们为武陵赢得了荣誉。

白旭初，湖南常德人，1941年9月生。中学时代曾把邻
居老太崇尚迷信的事进行虚构写了篇两千多字的文章，
获得老师的倍加赞赏，从此对文学的爱好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是酱菜厂打工、到建筑队挑砖、到深山里去背竹子、
到飞机场修跑道……都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1980年，在
常德市文化馆《常德文艺》的号召下，白旭初加入到其创
作团队中来。 起初他主要以诗歌、 快板书等曲艺作品为
主，后来不满足于这些，便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但因为
工作和写作经常冲突，为了让鱼与熊掌兼得，白旭初“扬
长避短”，开始了小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几乎写成一篇发
一篇，还频频被转载，有的还在全国性大赛中获奖，并幸
运地忝列中国当代小小说百家行列。回首往事，白旭初唏
嘘不已， 然而他觉得， 正是这片养育了他的水土成就了
他， 他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
……

戴希，湖南常德人，1965年生。他对小小说的喜爱，是
源于一次同学聚会，同学们在打牌，而一向厌烦打牌的他
就抓着一张报纸看，看着看着，自己就有了写作的冲动，
于是随性写了篇《罗索淡写》，后来稍作修改后投出去，竟
然发表了，这让他兴奋、激动、甜蜜、幸福了整整半年，随
后便经常创作小小说，让小小说创作变成了自己的消遣。
这一捉笔就是20年，20年来，戴希出版了13本小小说集和
2本散文集，有数十篇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或获奖……

像白旭初、戴希一样的小小说作家，在武陵区还有一
大把， 他们平时可能都忙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那么
显眼，而一旦聚集起来，大家就像是一家人，心里都只装
了一个愿望， 那就是希望把武陵小小说打造成一个国际
高端文化名牌，所有人在看到小小说时，都知道中国有个
“武陵小小说”！

所谓“金屋藏娇“，“屋”即环境，“娇”的养成，除了自
身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在“屋”的庇护下茁壮成长直到成
“娇”。 在这一个过程中， 武陵区委区政府充当了屋的角
色，在武陵区小小说作家成长的过程中，武陵区委区政府
通过重视、关心、援助等政策支持，不仅将作家们留在了
家乡，更是让他们如鱼得水，充分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针对武陵区小小说创作势头较好的实际， 为了打造
区域文化亮点，早在2007年，就下定了建设中国小小说重
镇的决心。武陵区委还召开常委会议，研究中国微型小说
（小小说）创作基地建设工作。决定选址丁玲公园窨子屋
建设基地，精心主办基地挂牌活动和中国·武陵小小说现
象高端研讨会。并在幸福红花园组织会议布展，举行创作
基地挂牌仪式。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区长挂帅的十几人组
成的领导小组，加强工作领导和保障。现在，仅基地建设
的先期投入已超过30万元。

常德市武陵区委书记罗少挟经常过问小小说作家的
工作、生活、创作情况，还向市委书记王群、市长周德睿宣
传、汇报武陵区小小说创作的重大成果。罗少挟曾为武陵
区策划和筹建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进行战略
定位，要求以“高起点、大手笔、中国一流、世界知名”为目
标。常德市委书记王群、市长周德睿也对武陵区的小小说
事业很有兴趣，挤时间阅读武陵区的小小说精品。市委宣
传部部长刘进能多次公开表扬武陵区的小小说作家，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平、市文联主席王军杰、党组书记封
德军、副主席杨亚杰、殷习清，武陵区委副书记廖可元、宣
传部部长王海波、副区长钱盛霞、史力经常参加武陵小小
说创作座谈会与联谊会，为武陵区发展小小说事业指路。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平、 原区委宣传部部长王路还亲
自出面，为区文联、区作协出版“优秀小小说选”之类的精
品书筹措经费。

在如此强大阵容的支持下， 该区小小说创作可以说
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现在，武陵区经常创作发表小小说的作家多达40位。
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
型小说月报》等全国权威文学选刊转载近600篇，入选《新
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21世纪中国最
佳小小说2000-2011》、《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中外
经典微型小说大系》 等全国权威文学选本的小小说作品
有300多篇，作家有近20位。其中，位居“中国小小说50强”
的著名作家有白旭初、伍中正、戴希3位。在全国有较大影
响的小小说作家有欧湘林、刘绍英、杨徽、聂鹏、夏一刀、
毛雅庆等数位。白旭初、伍中正、戴希成了全国的小小说
获奖专业户，50多次在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大赛等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小小说大赛或年度评选中获
奖。 他们的小小说集多次被列入“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中国小小说50强”、“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百年百部
微型小说经典”等出版序列公开出版。武陵区打造小小说
品牌，公开出版《武陵小小说经典（汉英对照）》和《中国小
小说50强·武陵名家档案》4卷精装书之举被评为“2012年
中国小小说十大重要事件”。戴希被评为“2012年中国小
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2007年以来，武陵作协坚持把“出力作，出人才”，繁
荣区域文学创作作为工作重点， 坚持每年举办一次以小
小说为主的大型文学笔会，定期邀请省内外文学评论家、
报刊负责人和副刊编辑来武陵区， 为武陵区的小小说创
作把脉。这6年每年至少举办大型文学笔会1次，邀请全国

著名文学评论家、报刊杂志负责人、编辑28人次，培训作
家作者237人次。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江学恭今年4月份考察武陵
区文联工作时郑重要求： 一定要把武陵小小说当成湖南
省的文化品牌打造好。 省文联要主动为武陵区推出小小
说精品力作铺路搭桥， 积极帮助武陵区总结推广打造小
小说品牌的成功经验， 全力支持武陵区打造中国小小说
重镇，成为全国首家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

“娇”之所以称之为“娇”，必须得到世人的认可。如何
让武陵小小说走向世界，并得到世人的认可，这是武陵区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通过他们的努力，武陵区对小小说创
作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认同和赞扬， 甚至很多文化界的
名人、机构向武陵区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鲁迅文学研究学会会长林非，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
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郏宗培， 中国当代小小说文体最重要
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理论奠基人杨晓敏，中国小说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卢翎,中国小说学会总评委李运抟，中国写
作学会副会长、湛江师范学院教授刘海涛，著名作家凌鼎
年,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顾建新，
语文教育家高长梅， 著名小小说评论家雪弟等都对武陵
小小说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国教授穆爱莉、日本教
授渡边晴夫等也在研究和推介武陵小小说。 美国诺贝尔
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 美中经贸科技促进总
会常务副主席、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纽约商务传媒
集团董事长冰凌先生乐意帮助把武陵小小说进一步打造
成国际性高端文化品牌。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德国作
家穆紫荆表示，她要在德国和欧洲宣传、推介武陵小小说
等等。

武陵区已成为公认的全国小小说重镇，其影响辐射
到美国、日本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央电视台、文
艺报、湖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均作过相关报道。据不完全
统计，这类新闻报道至少也有500次。湖南省文联举办的
《文坛艺苑》杂志，不惜版面、浓墨重彩地推介过该区《努
力建设中国小小说重镇》的成功经验。《文艺报》在“文学
评论”版推出过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顾建新为戴
希小小说集《面具》一书所写的评论文章《以小见大出精
彩》，今年8月，《文艺报》的“文学评论”版又刊发了中国
写作学会副会长、湛江师范学院教授刘海涛为戴希小小
说创作所写的评论文章《戴希小小说叙事的智慧》，在全
国影响不小。

■ 谭珊珊 李振宇 唐静

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二等奖获得者汤雄、朵拉、徐慧芬、戴希在领奖台上。

… “娇”的执着

金屋“放”娇…

“屋”的支撑…

“娇“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