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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湖南省作家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人

民，扎根大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推动湖

南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与时俱进，精准选题，抓实抓深重点作品创

作。紧扣“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确定迎接党的二十大创作专项 14 个，红

色革命题材创作专项 11 个，定点深入生活作品选题 9

个，“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创作项目 15 个，其中 2 个

专项被列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家山》《戴花》入选

中国作协第一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冯祉

艾评论集《寄寓的诗性与想象的超越》入选“21 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马笑泉小说集《对河》入选 2022 年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坚持推介湖南作家作品，扩大湖南文学影响力。

全省有 9 部长篇作品在《当代》《十月》《收获》《民族文

学》《中 国 作 家》《花 城》《芙 蓉》等 重 要 文 学 期 刊 刊

载。《湖南文学与文学湖南》展示了湖南文学的发展

业绩和前进脉络。组织召开《中国北斗》《大湖消息》

《新山乡巨变》《大地五部曲》《棘花》《城堡之外》等

重点作家作品研讨会，进一步扩大了湖南创作的影

响力。

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发现和培育文学新生力量。

举办了第二十一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与《收获》、里

程文学院联合组织“新青年”写作营改稿行动，探索

新的创作指导模式，16 名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其中 10

名为“90 后”。《湖南文学》倾力主推湖南作家创作，全

年发表 200 多位湘籍作家作品，占刊物全年份额的

65%。《湖南散文》《湖南报告文学》《诗歌世界》等各学

会会刊及各市州文学期刊，积极推进本土作家培养。

37 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147 名作家加入省作协。

“文学湘军”未来可期。

（龙永干执笔）

2022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
湖南省作家协会

2022 年，湖南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追求，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为讴歌伟大的时代，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了湖南力量。

党的二十大、新时代山乡巨变、“青山碧水新湖南”、

红色革命历史、先进制造业等主题是本年度创作重点。一

年间，可谓橙黄橘绿，收获颇丰。长篇小说佳作频出，不断

刷新湖南文学的高度与深度；中短篇小说生动地演绎着

人生的境遇与况味；诗歌照亮了生活与人性的美丽与丰

盈；散文、报告文学紧贴时代热点，为伟大时代和伟大人

民塑型造像；儿童文学搭建了美与善、真与幻相结合的世

界；网络文学形成了现实题材、玄幻小说等齐头并进的新

格局；文学评论家潜心致力理论话语探索和作家创作批

评。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在湖南启动，《诗刊》社第 38届青春诗会和中国山

水散文节分别在湖南衡阳、永州举办，点燃了文学的激情与

梦想。龚盛辉《中国北斗》、沈念《大湖消息》荣获第八届“鲁迅

文学奖”，郑朋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

论》入选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提名作品。

2022 年，散文在日常点滴中感悟人生，在地方风

物中咀嚼岁月，在历史蜕变中照亮既往，在风姿绰约

中穿越了又一个年度。

或紧跟时代生活、或回望既往历程，用文字为社

会和人生蜕变做一鲜活记录。谭谈的《奔跑的山寨》

收集了他入山进寨，翻山越岭时创作的散文，以自然

的笔触、朴实的感情，既书写了时代生活的新状貌，

也寄寓了对昔日苦难的反思。谢宗玉的《江南江北，

尽是潇湘意象》以传统的“潇湘八景”为对象，并不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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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张觅的《小园香径：小镇

姑娘的草木时光》以故乡草木为媒，讲述沉淀在时光

中的童年往事。丘脊梁的《一条河流的走向》是其丰

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生命体验的集萃。

在自然与人文、民俗与历史的交融中，对生活做

立体观照。罗长江的《美丽千古的约会》将生物、地理、

美学、民俗志和风土史融于一体，极大地增添了散文的

强度和密度，恢弘深沉。秦羽墨的《我在今生》在点滴

之间体味人情冷暖，于时空跨越中感受蜕变际遇。魏

佳敏的《云上的年轮》以充满哲思和诗意的语言书写

瑶山的风物与民俗，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黄孝纪的

《节庆里的故乡》关注乡村节庆习俗，在民俗中彰显

民族性，在乡土记忆中乡心迢递。刘明的《追寻沈从

文的足迹》追踪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足迹与往事，

在“湘西之子”的人生旅程中追昔抚今。梁瑞郴的《曲

靖二宝》由颜真卿和王羲之的书法探讨进而转至文

学识鉴，在时空漫溯中敞亮了中国文化璀璨的光芒。

沈念的《照见李庄》以李庄一宿两日的见闻感受为中

心，在今昔叠加的光影中感应着曾经在李庄停留的

民国文人的气质和精神，意图照见并不遥远的岁月中

行将黯淡的雅韵和风骨。赵燕飞的《杨梅湖的翅膀》以

诗意的笔触将杨梅湖的美丽风光与自我的心路历程

两相应和，有着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

2022 年，报告文学持续追踪时代热点，深度关注

社会生活，不断寻求自我超越。

乡村振兴，依然是今年报告文学最为瞩目的亮

点。余艳的《新山乡巨变》书写了作者在清溪村 80 天

的见闻和感受，笔墨清新秀丽，写出了新时代山乡巨

变第一村——清溪村产业致富后的新面貌。张雄文

的《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燕》、欧阳伟的《种

子的魔力》、尹红芳的《在红豆杉树下聆听》聚焦乡村

振兴，或记录干部党员为乡村振兴的勇毅担当，或书

写农业科技为致富事业开创希望之路。同时值得关

注的还有胡小平的《陈家桥的美丽屋场》，谭晓琴的

《村原白描——乡村振兴走访纪实》。

时代繁荣，社会进步，是各条战线劳动者辛勤奋

斗的结果，为劳动者塑像，歌颂劳动的伟力和荣光，

是今年报告文学的另一亮点。龚盛辉的《北斗，争当

天上最亮的“星”》生动地记述了孙家栋、郭熙业、林

宝军等科技工作者为三 号 全 球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的 全

面 部 署 所 做 出 的 卓 越 贡 献 和 不 懈 努 力 。纪 红 建 的

《在飞溅的焊花里……》以大国工匠、有着“钢铁裁

缝”美誉的艾爱国为对象，写出了他从学徒到大师

艰辛而幸福的成长之路。王丽君的《春风拂过的心

灵》记 述 了“ 赤 脚 医 生 ”张 漫 珍 坚 守 乡 村 卫 生 一 线

的执著人生。这些作品记载了时代蜕变中劳动者的

人生印痕，也点亮了普通劳动者身上那可贵的生命

光焰。

走出湖南，以更开阔的视域，更丰富的生活来讲

述湖南人的故事，也是报告文学值得肯定的亮点。杨

丰美的《百变藏东南》《“湘”遇非洲》为其代表。

2022 年，湖南小说创作聚焦社会蜕变和时代生

活，或在时代和个体命运交错中铸就恢弘画卷和史

诗品格，或在具体境遇和各种矛盾中感悟生命蜕变

和存在意义。长、中、短篇同声相应，共生互发，呈现

出繁花满枝、风姿绰约的盛况。

2022 年是湖南长篇小说的丰收之年。水运宪的

《戴花》以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生活为题材，写出了

莫正强、杨哲民两代工人的价值心理、生存状态和命

运走向。虽然时过境迁，但“戴花要戴大红花”的人生

理想，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价值追求，始终是时代发

展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王跃文的《家山》以溆水河

畔沙湾村多个家庭的生活演变为骨架，在近百年的

时间跨度中，通过三代人的命运，将社会演变史、乡

村生活史和地方民俗史融为一炉，写出了乡土世界

的“常”和“变”，也写出了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小说里的人物是个是群，个从群出，群为个源。作者

对方言俚语的文学处理炉火纯青，丰富了小说的语

言色彩。楚天舒的《天下湘军》以传统章回小说形式

全景式讲述了湘军长达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读起

来给人荡气回肠之感。

聚焦时代和社会重大主题，凝心聚力抒写新时

代新生活的壮阔图景，是湖南长篇小说的重要取向。

陈茂智的《红薯大地》以湘南大瑶山卖米洲的“吃饭

问题”为主线，表现了新时代乡村建设者在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再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强起来的时代历程。杨文辉的《鸿沟》在新旧对比

的反差中，写出了新时代农村年轻人摒除“鸿沟”携

手发展，同走乡村富裕之路的时代心声。何永洲的

《拼布绣》以湘南传统手艺拼布绣的传承和发扬为中

心，讲述了雷公寨村民在扶贫干部于书荣的带领下

脱贫攻坚的故事。

在积极表现时代宏大主流的同时，深入表现个

体生活的复杂与丰富，追摄人性人心的特定光影，也

是本年度长篇小说的重要取向。残雪的《激情世界》

围绕小城中几位青年的阅读生活展开，探索阅读对

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在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

之间自由转换，为读者的生存书写了一份深刻的备

忘录。阎真的《如何是好》以大学生许晶晶的升学、求

职、工作、爱情等为中心，写出了当代女性知识分子

在失去与获得、坚守与远离、当下和永恒等等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在表现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区隔时，也

刻画出了个体成长的轨迹。万宁的《城堡之外》借多

条叙述线索，写出了几代人的婚姻生活，塑造了一系

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展示出作者以文学自觉对

生活予以还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中短篇小说创作形势喜人。老作家持续活跃在

文学现场。向本贵的《盛世家园》《七步巷》以老年人

的生活情状为内容，写出了老年人在老有所为追求

中的各种况味。聂鑫森《人生易老》系列，关注城乡老

人生活的作品，于平凡处着笔，朴素自然而又意味隽

永。廖静仁的《两个老人一条江》在对地方风土、山水

自然的眷恋中，写出了生命老去的所念所安。少鸿的

《去琅勃拉邦布施》以青年情爱生活的复杂为题材，在

浓郁的异域氛围和陡然起落的情节中，表现出命运的

多重况味。蔡测海的《吴青梁子》《荒路》《西南镜话》《河

东街事》等在地方色彩中融入现代主义技巧，散文化笔

法中诗性意境和氛围令人半醒微醺。中青年作家持续

发力。马笑泉的《离乡》沉稳绵密，在融合乡土小说和小

城镇叙事的基础上潜心突破，在理想和现实的交错扭

结中表现出了世道和人心之变的巨大张力。于怀岸的

《未来的酋长》以异域生活为依托，在充满传奇色彩的

叙事中寄寓了对现代性社会和文明的反思。吴昕孺的

《无期》是一篇书信体小说，作品以李白的口吻向知己

杜甫倾诉，纵横捭阖、淋漓恣肆中写尽了诗人“无家可

归”的苦闷与无奈。郑小驴的《南方巴赫》，是一篇具有

探索意味的小说，写出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荒诞境

遇。罗志远的《梦想家，关于爱》《青歌》等写出了青春个

体在成长中所感受到的挫折、迷惘和困惑。王子健的

《宝贝布鲁斯》《枯山水》、彭剑斌《墨渍》、卫鸦的《小镇

画师》、邓湘子的《夏月冬雪》、二湘的《双棱镜的夏天》、

范朝阳的《孔雀》等，表现出了小说家构建文学世界的

蓬勃生命，也彰显了创作个体特有的精神气韵。女作家

对女性人生困境的体认愈发深入。谈雅丽的《半生漂在

广福桥》讲述了秀芸从生育工具到赚钱养家合伙人的

命运蜕变，写出了生之沉重和坚强。简媛的《去南方》通

过美蓝我行我素到俯首低眉的变化，揭示了女性作为

“第二性”的尴尬与困窘。此外，李晨玮、叶之蓁、秦羽

墨等人的创作也值得关注。

2022 年，湖南诗人与时偕行，用真诚与明敏感受

生活，用至简至精文字表现人生，在《诗刊》《星星·诗

歌原创》《人民日报》等报刊频频亮相，用不俗的业绩

书写了属我的文学行状。

成熟的诗人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和视界，

更有着与众不同的对现象还原的精神力量。梁尔源

在 诗 集《蝶 变》中 以“ 诗 性 正 义 ”对 自 我 、他 者 和 社

会进行自审和自省，在光怪陆离的世相场域和心性

潮 汐 中 给 人 以 冷 峻 和 警 觉 。张 战 组 诗《蜗 牛 与 我》

从平常事物和平凡生活中欣喜地发现生命的美和

真，以心灵的温柔与世界生发共情，以独特的生活

细节触探世界的广大与深邃。刘年的《世间所有的

秘密：刘年诗歌自选集》以赤子的情、行者的脚、画

家的眼和手书写着生活的风雨和温暖，用悲悯与温

厚的心灵普照万物四方。草树的《淤泥之子》、向未

的《十二因缘》、汤红辉的《我们的灵魂比花朵飞得

更高》等或于有中看见无，或在咫尺与点滴间感悟

远 方 和 须 弥，或在至纯至简的日常中体认绝对和永

恒……

青年诗人是诗歌事业的希望所在，他们的视界

和才情，念想和追求，预示着湖南诗歌的可能与向

度。雷晓宇的《薄雾》获“2021 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

奖”诗歌奖，其对日常与超现实的想象有着精准的拿

捏和统驭。玉珍《一切是天才而完美的》《玉珍的诗》

等大气内敛、从容不迫，即使在背光处都有着某种亮

色的温蔼和生命的涵量。康雪的《白鹭失去踪迹》《当

怀斯的手在阴影中移动》体现了她善于在平常事物

中发现超乎寻常的诗意的创作特点。朱弦的《雪上

行》《蒸阳景象》等诗作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与内心相

对应的路径和意象，别致而灵动。

2022 年，湖南儿童文学在创作和出版方面都有

着新的作为。呼应时代主题，书写乡村新变，名家、新

人携手为儿童文学和湖南文化事业发展贡献了新的

力量。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主题。汤素

兰的《我的家乡十八洞》，以儿童的视角书写了精准

扶贫首倡地十八洞的巨大变化，以乡情为本色书写

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王跃文的《燕子亮亮地叫》采

用成人和儿童双重视角叙写了家乡半个世纪的变

迁，时代之变，童心之美可读可看可感。

积极探索儿童文学的表现域和艺术美，是本年

度儿童文学的亮点。皮朝晖的《安安弟弟成长故事》

《一年级的啰嗦》等，用爱心、童心表现当下儿童成长

故事。牧铃的《红狐》《成年仪式》《风雨前程》在探讨

人与自然关系上持续深耕。邓湘子、谢长江合著的

《禾下乘凉梦 袁隆平的故事》将科普和艺术融入一

炉。彭湖的儿童成长小说《云上日光》获得第三届曹

文轩儿童文学奖。其创作立足现实，尊重个体生命经

验，有着鲜明的创新自觉。周静的《精卫之歌》及“鸭

蛋湖”系列借助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力争形成儿童

文学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本年度的儿童散文表现不俗。陈静的《稻花香里

的迷藏》以回忆视角写大自然、童年、劳作之美。舒精

华的《锤子·剪子·布》从平凡小事出发，书写湘西侗

族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陶永灿的《爷爷的夏

牧场》通过独特的生活体验及扎实的生活细节探寻

儿童成长的原生力量。除此之外，青年作家龙向梅、

李彩红等人的创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22 年，湖南网络作家与时代同频共振，既创作

出了许多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也在打破类

型窠臼不断创新上做出了应有的探索，在和而不同

中彰显了文学发展的新气象和新元素。

强化对现实生活和时代主题的关注。三生三笑的《我

不是村官》，生动地表现了大学生回乡并最终扎根乡村的

经历。直上青云的《逆风的翅膀》，讲述了支援山区的志愿

者们默默守护留守儿童和孤儿的感人故事。流浪的军刀的

《军刀出鞘》，则通过新兵经过种种磨砺成长为侦搜英雄的

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作战模式下中国军人的风采。

借助网络空间讲好中国文化和文物的故事。岑

小沐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就是讲述故事主角如何采

取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和舞台艺术让文物“活”起来的

故事。玄幻小说也开始借文化赋值。应景小蝶的《苗

疆秘闻录》虽然表面看来是在借助苗疆文化强化叙

事的陌生化，但也与文化中国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

扮鱼戏水的《我靠读书成圣人》是通过现代青年穿越

到古代，表现读书人如何在士志于道的途程上遵循

儒家的文道之心，回归读书人价值追求的初心。

以塑造“大女主”形象见长的湖南女频小说出现

了新变。夏弥尔的《揽倾入怀》，莲沐初光的《孔雀城

下小青衣》等就写出了男女形象的“双强”“双洁”。除

此之外，狂奔七七的《傅爷的小祖宗凶凶哒》是甜宠

小说的代表，思小朵的《替嫁狂妻：马甲大佬她 A 爆全

球！》是替嫁叙事典型，轻舟的《冲喜夜，老公逼我让

位白月光》则是豪门逆袭的范例。

2022 年，湖南文学评论工作者或探讨理论，或聚

焦经典，或批评新作，以积极在场的方式参与到湖南

文学事业的建设中来。

持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和理论个

性进行深入探讨和全面梳理，是湖南文艺理论界鲜

明的时代走向。赵炎秋《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特色

文学理论的形塑》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中国化道路给予了系统梳理。季水河《文学主客体关

系重审：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对萨特文论的影响》等文

章对马克思主义与萨特文论关系进行了深入审视。

中国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的关系，也是文学

研究者关注点。李清良、王壮壮的《文明论视角下中

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探析》，汤凌云的《论宗白

华意境说建构对华严佛理的融摄与转化》，以及张

弛、张森等人的成果值得注意。

作家作品研究和文献，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谭桂林、周仁政、龙永干、丰杰、朱幸纯等人在鲁迅研

究领域发出了湖南声音，赵树勤、张春等对“红色经典”

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王攸欣、易彬等人的考证

研究功力扎实。就湖南本土作家批评而言，湖南省作协

与《中国文学研究》共建“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研究”专

栏，先后推出了沈从文、王跃文、韩少功研究专题和青

年作家研究专题。贺绍俊、卓今、刘长华、易瑛、晏杰雄、

贺秋菊等人为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付出了心血。

网络文学研究方面，聂茂、禹建湘、贺予飞等人

的成果值得关注。影视文学批评方面，郑坚、蒋海英、

陈文敏等人在电影艺术理论、具体作品评论上做出

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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