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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值此春光明媚之际，云南省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在昭通启动，“昭通作家群”文学创作座谈会同期召开。
昭通是云南三大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全国第六个“文学之乡”。“昭通作家群”作为全国唯一的地级市文学创作群体，现有中国作协会员41人、省作协会员139人，全

市业余文学创作者达3000余人。近年来，昭通作家每年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作品300篇至400篇。
昭通作家扎根生活沃土，讲好民生故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创作出多部精品力作。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进一步提升了昭通文学的影

响力。本期《昭通日报》特推出专题，呈现文学界对昭通文学的寄语与期待。

在当代云南文学版图中，“昭通文
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昭通籍作家不仅占据省作
协主席团近四成席位，更在鲁迅文学奖
等全国性文学大奖中屡获殊荣。云南
文学因“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
群”而自豪。一个地方因作家的辛勤创
作而成为一张文化名片，这既是文学的
光荣，也是作家的骄傲。昭通，一个不
容忽视的文学坐标。

昭通文学的成就源于乌蒙山人的
坚韧与执着。面对贫瘠的土地，昭通作
家以文学创作的狠劲儿扎根乡土，坚信
写作既能改变命运，更能记录时代。这
份信念，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以及
历届昭通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铸
就了昭通文学的辉煌。

然而，盛世之下更需清醒。昭通文
学面临着代际传承、创作突破等现实挑
战。虽然“70 后”“80 后”作家中不乏优
秀代表，但整体实力与全省同年龄段作
家相比仍显不足。特别是在长篇小说
创作方面，于题材挖掘、叙事技巧、时代
把握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评论家宋
家宏提出的“读书提升理论素养”“名师
指导提高创作技能”等建议，确实是突
破创作瓶颈的有效路径。昭通文学的

文脉如何传承？昭通作家如何赶超前
辈、超越自我？这是必须重视、深入思
考并探索解决路径的问题。

仅以小说创作为例，当下虽有昭通
作家在国家级期刊刊发作品，但精品仍
显匮乏。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数量虽
不算少，但在题材选择与挖掘、创作观念
与写作技法、叙事语言与人物塑造、虚构
能力与想象力拓展、时代脉搏把握与文
学呈现精度，以及从地域化写作向展现
中国故事风格转型等方面，昭通作家仍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可谓任重道远。

板凳要坐十年冷，华彩重章多磨
砺。这个要求对所有作家皆是如此。
放眼全省，昆明、曲靖、大理等地作家群
各具特色，发展势头强劲。昭通作家若
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树立更高标杆，
将目光投向全国文坛。在当前时代背
景下，作品特色不鲜明、创作力不持久
的作家很容易被时代浪潮淹没。昭通
文学要持续保持影响力，必须不断注入
新生力量，推出代表性作品。

在这个沸腾火热、日新月异的大
时代，作家不仅要有责任感，更要有紧
迫感；既要规划好个人创作生涯，更要
制订好创作计划。欣慰的是，昭通这
片热土蕴含着丰富的创作资源：深厚
的人文积淀、光荣的革命历史、脱贫攻
坚的壮丽篇章、现代化建设的恢宏场
景……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
材。昭通作家扎根于此，秉承着勤劳、
坚韧的地域特质，完全具备创作出时
代精品的潜质。

我们期待昭通作家以更高远的文
学抱负，在这片沃土上深耕细作，用笔
墨记录时代变迁，让昭通故事成为中国
故事的精彩篇章，为云南文学、中国文
学贡献更多精品力作。这既是时代的
召唤，也是文学的使命。

昭通文学在云南文坛的崛起始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此之前，相较
于昆明、曲靖乃至楚雄、大理、丽江等地，
昭通文学的影响力相对有限。20 世纪
90年代中期前，昭通作家鲜有在省级及
以上刊物发表作品。为推动昭通文学进
一步发展、繁荣，在此我想谈谈昭通作家
的代际传承问题。

与人口不足昭通三分之一的丽江相
比，丽江文学发展历程值得深思。早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丽江就涌现出赵
银棠、周霖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
此后，丽江又走出王丕震、木丽春、戈阿
干等作家：自 1980 年以来，以海男为代
表，包括鲁若迪基、拉木·嘎土萨、和晓
梅、冯娜等丽江作家代代相传，形成了持
续的创作活力。反观昭通，虽然近年来

作家群体表现亮眼，频频在全国重要刊
物发表作品并斩获各类奖项，但繁荣背
后已隐现危机——代际传承问题。

当前昭通作家群中，最活跃的仍是
“50后”“60后”。“70后”“80后”作家无论
在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未能实现
应有的超越。按理说，“70后”“80后”作
家应该在昭通文学中“唱主角”。若不能
及时解决梯队建设问题，待“50 后”“60
后”作家逐渐淡出，昭通文学恐将面临断
层危机。

幸运的是，昭通“50后”“60后”作家
仍保持旺盛的创作力，这为我们争取了
宝贵的时间窗口。我们必须把握机遇，
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培养“70后”“80后”
作家，特别是要关注“90后”“00后”新生
力量。

因此，昭通作家的代际传承已成为
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好在昭通“50
后”“60后”作家旺盛的创作势头还会延
续一段时间，我们需在此期间推出切实
举措，助力“70 后”“80 后”，尤其是“90
后”“00 后”作家成长，如此方能实现昭
通文学的长久繁荣。

代际传承是昭通文学持续繁荣的关
键。只有建立完善的作家培养机制，确
保创作力量有序更替，昭通文学才能保
持长久活力，才能在云南乃至全国文坛
持续发出响亮的声音。

2004 年的昭通文学研讨会，是“昭
通作家群”走向全国的重要标志。今
天，在第 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我们再次相聚，共商昭通文学发展大
计，这将成为昭通作家“再出发”的新起
点。

“再出发”意味着既要肯定成绩，又
要直面不足。就昭通文学现状而言，无
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创作，在云南
文坛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仍有提升空
间。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举办读书班。记得云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胡性能在昭通挂职期间，
我们共同策划的读书班效果显著。那
段研读名篇佳作、深入探讨创作之道的

时光，至今仍历历在目。
二是推行导师制。文学创作虽说

难以直接传授“创作宝典”，但在创作氛
围中接受引导至关重要。建议作家选
择风格相近的导师，在其指导下完成读
书、创作、修改等过程。

三是创新评论机制。当前的文
学 评 论 往 往 流 于 形 式 ，难 见 真 知 灼
见。我曾在《阅评简报》提出“评论
前置”理念：作品在初稿阶段就邀请
作家、评论家研讨，经过反复打磨后
再发表。好作品是改出来的，评论家
要敢于说真话，这才是对创作者真正
的帮助。

评论家不能只会唱赞歌，我们期待
昭通文学在这次“再出发”中绽放新的
光彩。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昭通文学在
几代作家的接力耕耘下，走出了一条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奋进之路。如今，
昭通已形成 400 余人的作家队伍，涵盖
老中青三代，成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回首来时路，昭通文学的崛起令人
感慨。20世纪80年代之前，鲜有昭通作
家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随着文联成
立、刊物创办，这片文学热土开始焕发生
机。作家们以顽强拼搏、团结奋进、不怕

挫折、坚韧不拔的精神，将作品推向《当
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全
国性刊物，并斩获众多重要文学奖项。
经过艰苦努力，昭通作家的作品逐渐走
向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一个扎根昭通、潜心创作近 50
年的作者，我参与和见证了昭通文学的
发展历程。我已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
品 300 余万字，出版著作 14 本、文集 5
卷，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及其他重要
奖项。我的作品《好大一对羊》被改编为
同名电影、电视剧，获得国内外多项奖
项，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韩文。多年
来，我以扶持年轻作者为己任，为昭通文
学作出了一定贡献。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将不改初衷，发挥余热，继续为年轻作
者铺路架桥。

昭通文学的发展，关键在于薪火相
传。多年来，昭通一直把发现新人、培养
新人作为重要任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
班、开展文学采风、邀请名家指导等方
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这些
举措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期待市委、市
政府继续给予关注与扶持。

初中时，“昭通作家群”这一响亮的
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当
时，昭通文学前辈的作品在同学中传阅，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打开了文
学的大门。

上大学后，我有幸得到昭通市文联
和作协的培养。至今难忘假期里参加过
的研讨会、改稿会、讲座等，这些活动让
我开拓了视野，得到了鼓励，也更加坚定
了我走文学道路的信心。

虽然自 2007 年起我便一直在外求
学、生活，但每当听到“昭通文学”4个字
时，我都倍感自豪。在这个时代，能拥有
一个文学故乡是难得的幸运。据我观
察，在全国范围内，昭通当代文学是一个
独特的现象，不管是专业水平、创作成果
还是队伍建设，都有亮眼的成绩，遥遥领
先于全国很多地方。从长远来看，文学
传统对于昭通的发展十分重要。在中国
历史上，因文学而扬名的城市颇多，西
湖、泰山等景区亦因诗歌而扬名。

这几年，中国作协的工作重心之一
就是文学破圈。在这方面，昭通文学已
经有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小说的影视
改编，硕果累累。建议未来可以从以下
几个维度深化发展：继续强化与影视、文
旅的破圈合作，打造特有的文学 IP。可
以考虑打造以文学为主题的旅游线路，
比如设计一条既能体现昭通自然风光和

民俗历史，又能融入文学元素的“文学线
路”。通过与文旅部门及旅行社合作，加
大宣传推广力度，待条件成熟时，可凭借
该线路申报国家级文旅线路和相关奖
项。举办避暑文旅节，对前来走访昭通
文学线路的游客，推出免票、折扣等优
惠，鼓励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旅行笔
记，对内容优质者给予奖励。创建基层
文学创作基地，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设
立创作联系点，与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的文学机构和作家群体建立联动机制，
通过组织作家体验生活，创作与昭通有
关的作品，开发文学 IP衍生产品；同时，
加强与各类媒体的联动传播，全方位推
广昭通文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学项
目，对资助文学活动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进行荣誉授牌，配合其开展相关宣传，帮
助其提升文化附加值。

这些不成熟的想法，权当抛砖引
玉。最后，衷心祝愿昭通文学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今年，我应邀在江苏南通、海安、盐
城开展3场文学交流活动，反响热烈。海
安是全国第十个“文学之乡”，当主办方
得知昭通是全国第六个“文学之乡”后，
特意将活动主题定为“文学之乡的跨界
对话”。我在交流中谈到，自己正是昭通
文学精神的传承者之一——在昭通这片
热土上，无数作家以笔墨书写梦想，连接
时代。文学赋予我们力量，我们也以各
自的方式拓展着文学的意蕴。

我并非最优秀的网络作家，但足够
幸运。这份幸运源于多年的坚守与奋
斗。无论创作何种题材，我都坚持接地
气、行正道、扬正气，努力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作品，兼顾文学性与市场
性。我会写热门题材，但绝不随波逐
流；我会追求荣誉，但始终坚守自我。
作为业余创作者，我用6000多个深夜的

耕耘，完成了2000万字的作品。正是这
种坚持，让《国色芳华》在发表14年后依
然被读者喜爱，让《画春光》入选中国现
代文学馆“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
文学成就展，也让《世婚》《澹春山》等作
品赢得读者的认可。

文学之路并非坦途。当我发现同
期成绩相当的作者取得更大突破时，我
意识到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走出
去，进行学习、交流与推介。昭通远离
文化产业前沿，大多数网络文学平台、
研究机构、影视公司都集中在经济文化
发达地区。为此，我主动走出云南，了
解行业前沿动态，同时也让外界看到，
来自昭通的作家并不逊色于他人。

作家要以作品立身，也要严于律己，
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昭通作家，我深知
自己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着云南作家
的形象，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当选云
南省作协网络作家分会主席后，我更加
努力，一方面团结省内网络作家，引领网
络文学创作方向；另一方面积极向中国
作协推荐云南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一花
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希望
更多云南作家和作品能被看见。

结合自身经历，我想为昭通文学发
展提三点建议：一是在传承中创新，紧
跟时代步伐；二是注重人才培养，为优
秀作家创造更好的创作条件；三是主动
搭建平台，助力昭通文学“走出去”。

“昭通”二字，承载着这片土地特有
的温度与色彩。作为在这里成长起来
的写作者，我深深感恩昭通赋予我的文
学滋养，也珍视与在座的各位老师、同
仁们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正是我们
这群热爱文学的人，让昭通的文化底蕴
愈发深厚；而昭通这片沃土，也让我们
在创作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作为基层作家，我们肩负着特殊的
使命。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追求扎根
生活，用笔墨记录时代。在这片沃土
上，我们既要坚守文学品格，又要勇于
创新，努力创作出既能展现昭通风骨，
又能传递时代精神的作品，为地方文化
繁荣贡献力量。

昭通文学的发展，需要更为明

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步骤，更需要精准
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我认
为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平台建设。相关部门应

该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开辟“昭通渠
道”，让平台运作精细化、载体延伸自由
化、传播力量最大化，让年轻作者、基层
写作者有起步的阵地和展示的空间。

二是培养后继人才。文化部门应
该出台向青年才俊倾斜的激励机制，让
年轻一代脱颖而出，让昭通作家成为不
受地域限制的作家，让昭通写作者成为
不受风格桎梏的写作者。

三是塑造文人品格。昭通作家应该
带头讲格局、讲境界、讲道理，以哺育之心
对待“惨绿少年”，以包容之心对待“同道
中人”，以共情之心对待“他山之石”，共同
营造互帮互助、你追我赶、相敬相亲的文
学氛围，共同打造干净、纯洁的文学生态，
促进昭通文学艺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华彩重章多磨砺
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范 稳

昭通文学发展的代际之思
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胡性能

在文学沃土上“再出发”
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滇池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宋家宏

对昭通文学的破圈思考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杨碧薇

走向全国文坛的奋进之路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夏天敏

坚守与突破
云南省作家协会网络作家分会主席 程云峰

精神家园与时代使命
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尹朝勇

导

语

（本版稿件排序不分先后，图片由记者杨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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