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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内刊文学内刊：：坚守文学土地坚守文学土地 开拓发展空间开拓发展空间

在文学期刊系统中，文学内刊的存在很多时
候像“灰姑娘”，因为规模小、名家少等原因很少被
人关注，但这掩盖不了他们一直坚守着一方土地，
为文学事业默默奉献、勤恳耕耘的事实。

中国作家网自9月以来，在此版面开设文学
内刊专栏，让来自十几个省市的近百种文学内刊
揭开“神秘面纱”。

12月16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
作家网承办的首届“文学内刊年会”在京举行。为
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文学内刊生态，我们给7位
刊物编辑提出了5个关于内刊的问题，请他们分
享各自经验与思考，其中不乏办刊的各种难处，也
有令人惊喜的发现与满载希望的明天。

你心目中一份好的文学内刊是什么样？
《梵净山》主编刘照进：好的文学内刊一定是

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即刊物品相和内在品质
要有保证。有些刊物形式好看，但内容浅薄，缺乏
文学深度、文化深度，没有真正能够支撑得住的作
品，刊登的大多是学生作文似的习作，无法缔造一
份内刊的灵魂。

《武夷》编辑魏冶：好的文学内刊一定是生长
的。不管是编者还是作者，不管是杂志风格还是作
品风格，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变化，同时坚持相当
的艺术标准。它有自己的任务：一是在作家成熟之
前，给予他温情的关注，让他有持续进步的精神动
力。二是成为“试错区”。区别于公开发行刊物的关
注度大、要求严格，除政治尺度之外，内刊要求相
对宽松，使得作者可以放心大胆进行创新，在新写
法、新思路、新主张尚未成熟之前，即有一个发表
的平台，得到适当的反馈。与此相反的是，文学内
刊办成了同人杂志，作者群固定、作品风格僵化、
读者群单一且日益萎缩。文学内刊应当办成一个

“不留作者”的杂志，一个作者不断更新迭代的中
继站。

《瀚海潮》主编曹有云：具有文学性、包容性、
地域性。

《堵河》袁胜敏：好的内刊最重要是要办出特
色。办刊方向应坚持人文精神，突出本土特色，充
满现代生活气息，兼容新锐气质。刊物需要挖掘地

域文化资源，发掘、推出本土文学新人，让内刊成
为本地培养文学人才的摇篮。

《兴安文学》《阿拉腾兴安》主编包立群：我心
目中好的文学内刊除了择优发表本地作家稿件以
外，还应该以开放的姿态选择全国各地优秀稿件，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全国东西南
北大交流，让文学涌动起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辽宁作家》执行主编雷宇：一是稿件质量高。
文学内刊的内容不外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
学等体裁，好的内刊中每一篇稿件质量都是专业
精品。二是作者知名度高。文学内刊的作者知名度
高，刊载名家的作品多了，刊物档次也会提高。三
是美术装帧水平高。刊物在读者阅读前，首先是视
觉产品，第一印象的好坏，取决于美术装帧的水
平，对于阅读文字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哀牢山文艺》编辑李玉超：大气、厚重。时有
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品出现，时有新人涌现，能体现
当代人或当地人的思想精神和灵魂气质。

你所在的刊物稿件质量处于什么水平，投稿
大多有什么特点？（优势/不足）

《梵净山》主编刘照进：《梵净山》的定位是“建
构大武陵文学版图，打造黔东实力作家群”，追求
原创首发，整体稿件质量尚可，每年首发作品会有
30篇（件）左右在国家级、省级重要文学期刊发
表，有的还被转载和获奖。算上报纸公开发表的作
品，这个比例可以达到50%以上。刊物在武陵山
区域内有一定影响，优势是关注度高，投稿量大，
但质量有待提高、内容驳杂，地域性书写特性明
显，存在同质化问题，鲜见个性鲜明的好稿。

《武夷》编辑魏冶：刊物稿件的质量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投稿的特点：一是自然来稿量极大，一
个工作日平均在百封左右；二是稿件大多是海投
稿件，一个稿件有上百个收件人，稍有经验的作者
采取分别发送的方法，但行文一眼可见属于海投
文；三是常有稿件剽窃现象，鉴别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四是本地约稿的作者群体相对固定，且年龄总
体偏大。稿件的优势是比较贴近生活。稿件的不足
之处在于，一是文体意识不明，文学性淡薄。大多
数稿件集中于写本地的人和事，就事论事，视野和
精神境界较为狭窄。地方相应的文史杂志不足，使
文学内刊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地方文史记录的功
能；二是小说稿件极其缺乏，散文稿件占来稿的
80％以上。

《瀚海潮》主编曹有云：四成左右能上省级正
式文学期刊，大多数还是不太成熟的习作。

《堵河》袁胜敏：《堵河》是湖北省县级文艺双
月刊，有比同级别刊物更可观的稿费。因此《堵河》
不缺稿源，稿件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内刊。投稿以
本土地域散文为多，其次是短篇小说。散文作品的

优势是具有很强地域性，有史料价值。不足是作者
以中老年为主，文字水平普遍不高。

《兴安文学》《阿拉腾兴安》主编包立群：《阿拉
腾兴安》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文联创办的刊物，
稿件都是蒙古族语创作的，在同类刊物中质量上
乘。多年以来在我们《阿拉腾兴安》刊发稿件的作
家如今在全国民族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承担国
家、自治区重点创作项目，并且引起内蒙古自治区
乃至全国八省区作家关注兴安盟并来此调研，被
称作“蒙古文创作兴安现象”。

《辽宁作家》执行主编雷宇：《辽宁作家》是辽
宁省一流文学内刊，多数来稿为辽宁省知名作家，
稿件多为约稿，质量在辽宁的内刊杂志中名列前
茅。相当一部分来稿被多家国刊、省刊转载，投稿
大多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哀牢山文艺》编辑李玉超：我所在的《哀牢山
文艺》是云南省双柏县惟一一本纯文学类刊物，诗
歌稿件数量、质量还不错，偶尔会有小惊喜，常有
诗歌作品在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发表。散文多描
写当地人文山川。但小说和评论是头疼的问题，别
说质量，数量都无法保障。至于《彝乡文化》，就严
重缺稿，特别是缺民族文化类的作品。外地投稿很
多，大多很规范，但本地老作者和农民作者稿件有
时排版很乱。部分作家局限于本地刊物，不向外投
稿或质量不高，由于刊物尽量鼓励和培养当地作
家，所投稿件与刊物水准有待提升。

就你所了解，当地文学内刊关注度如何？关注
群体有哪些？

《梵净山》主编刘照进：受现代传媒影响，年轻
一代对文学关注普遍比较淡漠，文学内刊自然也
如此。但是地方性文学内刊往往情况正好相反，尤
其是办刊质量高的文学内刊，在当地会建立固定
的读者群，这部分读者主要是一些长期对文学饱
有热情和追求的爱好者，一些长期关注、关心地方
文学生态的文化人士和在校大学生、文艺青年，但
年龄相对偏大。

《武夷》编辑魏冶：当地文学内刊的关注度低。
关注的群体主要是文学爱好者和机关事业单位的
人员，后者是杂志的主要赠送对象。

《瀚海潮》主编曹有云：本地作者、读者较为关
注，外界不太看重。

《堵河》袁胜敏：《堵河》单月10号出刊，向全
县机关各单位、乡镇政府及乡直各单位、村委会、
广大文学爱好者免费寄赠。每期都有上至县领导，
下至普通市民、农民等各种热心读者，把自己的阅
读心得和编刊意见反馈给编辑部。关注群体主要
为中老年文学爱好者。

《兴安文学》《阿拉腾兴安》主编包立群：关注
人群主要集中于内蒙古自治区12盟市以及全国
八省区蒙古族创作作家群体。

《辽宁作家》执行主编雷宇：辽宁关注文学内
刊的人群主要是作家群体，因为辽宁是文学大省，
知名作家众多，《辽宁作家》是一个在辽宁作家群
体里受到广泛关注的刊物，因为坚持用稿的高标
准，多数为《辽宁作家》投稿的作家把刊物作为自
己展示创作水平的平台。

《哀牢山文艺》编辑李玉超：我所在的《哀牢山
文艺》和《彝乡文化》当地关注度处于中上水平。关
注群体分布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多为退休老
人、业余读者、中小学生等县内外文学爱好者。

文学内刊似乎处于相对被遮蔽的位置，你是
如何看待这点的？

《梵净山》主编刘照进：相对于公开出版的文
学期刊，尤其是名刊、大刊，文学内刊确实不太被
人重视，关注度受到影响，影响面很窄。不可否认
的是，基层文学内刊担负着保护文学生态的重任，
意义重大。没有基石，塔尖如何耸立？事实上，很多
文学名家在成长前期都从基层文学内刊中获得过
帮助，并由此建立写作信心。文学内刊无论处于何
种位置，对文学的发展都不可或缺。

《武夷》编辑魏冶：相对被遮蔽有几方面的原
因：一是受到新媒体冲击，文学内刊阅读群体日益
萎缩；二是文学内刊作者群相对固定，成为自娱自
乐的圈子文化；三是相关政策限制关于内部出版
物的一些规定。

《瀚海潮》主编曹有云：确实如此，内刊本来就
是为了服务本土作者的，在更大的视线内被遮蔽
似乎也正常。

《堵河》袁胜敏：内刊虽然影响范围小，但因其
是本土刊物，作者和文章往往与读者相关，并具有
一定史料价值，在当地影响往往高于其他省级大
刊。内刊有内刊的存在价值，因此，内刊只要抓住
地域特色，重点扶持本土作者，在当地的影响就会
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

《兴安文学》《阿拉腾兴安》主编包立群：文学
内刊相对被遮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都是作为内
部交流，所以印刷量受限，多是当地作家群体之间
交流使用。

《辽宁作家》执行主编雷宇：《辽宁作家》和辽
宁省内的几家公开刊物相比，并不在被遮蔽的位
置，因为坚持约稿的名家化、用稿的高标准、美术
装帧的精品化，刊物丝毫不比公开刊物逊色。有的
内刊被遮蔽，还是要从自身质量上找原因。

《哀牢山文艺》编辑李玉超：毫不避讳地说，文
学内刊一直被遮蔽，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强大，
国家繁荣和富强，未来对文化的重视和建设，我一
直怀有很高期待，我想文学内刊将会迎来曙光，让
我们拭目以待。

就你的办刊经验而言，你认为文学内刊未来
发展空间在哪里？瓶颈又在哪里？

《梵净山》主编刘照进：大量基层写作者需要
文学内刊提供平台，应当包容、支持、鼓励文学内
刊的存在。从刊物自身来说，办好杂志是惟一的出
路。当然，影响文学内刊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政策、资金、人才是主要因素。普遍的问题是文学
内刊缺经费和作者、作品，缺专业办刊人员。

《武夷》编辑魏冶：文学内刊的发展空间在于
“船小好调头”，它可以尝试正式出版刊物难以尝
试甚至无法尝试的创新做法，比如一个地区的内
刊可以结为同盟，在一段时间集中推出一位作者
的作品，加速他的成长。内刊也可以成为新的文学
样式、新的文学主张的实践者，而不是跟在公开发
行刊物之后亦步亦趋。内刊发展的瓶颈在于稿费
和同人化。已和经济大环境不匹配的稿费使得优
质的作者和作品不愿在此刊登，潜在的作者也缺
乏动力下笔一试。吸引力较低的文学内刊只得维
持原本已经固定的作者群，可能长期处于缺稿缺
新人的状态。

《瀚海潮》主编曹有云：文学内刊未来发展还
是要面对脚下的土地、当地的群众、本土的作者。
瓶颈在于：在资金投入、人员编制、办公场地等方
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偶然性，缺乏政策性制度性
保障，可谓”生死有命，存亡在天”。

《堵河》袁胜敏：未来文学内刊的发展不能仅
靠纸媒，还要适应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积极转变
文学传播方式，运用与纸媒同步的微信公众平台，
甚至是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进行传播推广，提高
内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于公开刊物，内刊作
者会更固定，因此内刊的瓶颈主要是作者队伍不
强且数量偏少，并以中老年为主，后继乏人，作者
水平难以提高。

《兴安文学》《阿拉腾兴安》主编包立群：文学
内刊必须以开放姿态与其他内刊连起手来，互通
有无、评论跟进，引导当代文学创作，才能走出难
以见光的窘境。

《辽宁作家》执行主编雷宇：在信息革命时代，
传统的“一刊包百项”的办刊模式已经随着互联网
信息平台的发展而被淘汰。纸媒如何不被新媒体
取代？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受众群，有一个电子信息
产品无法替代的特质。内刊的发展空间在于小众
化和专业化，瓶颈在于传播手段无法达到电子信
息产品的方便快捷。

《哀牢山文艺》编辑李玉超：国兴则文化兴，我
觉得文学内刊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主要空间在于
物质富足之后人们会追求精神富足。瓶颈在于一
些地方政府上热下温、氛围不浓，出台政策和经费
保障不够的状况依然存在，致使发行量小、办刊经
费不足、刊物印刷效果不够完美，加上稿费不尽人
意，难于设立年度文学奖……很难让当地作家感
受温暖，缺少文学尊严和自信。

《大风》杂志上世纪80年代创
刊，徐州市文联主办。刊物追求与
城市同质：厚重大气，雄浑多元。每
期开设主打性栏目《世说·中篇》，
同时推出谈话栏目《谈丛》。《黄楼
诗会》栏目着重打造“淮海诗群”，
同时开办《燃藜·小品》，突出小品
文的趣味。《燃藜·观书》栏目，及时
对作家新作发表评论，努力打造使
之成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文
学表情、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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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厅》系江苏省新沂市文联
主管、新沂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
文学内刊，目前已经出版11期。
杂志为2017年创刊，以季刊方式
出版，为国际正16开本，每期80
页，期发表作品约10万字。《花厅》
以“团结本土作家，挖掘新人，扩大
文学交流”为宗旨，以刊发纯文学
作品为用稿原则，以本土为主，面
向全国。主要栏目有小说聚焦、散
文天下、诗歌部落等。

《百花山》是中共北京市门
头沟区委宣传部主管、门头沟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区作家
协会编辑的文学双月刊。《百花
山》于2001年创刊。定此刊名
一是“百花山”是地区名山，更寓
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
艺方针。至今正常出刊110期，
专刊26期，共136期。内设“名
家”“小说”“散文”“诗歌”“纪实”

“评论”“钩沉”“花圃”等专栏。

《荷花淀》曾经是历史文化
名城保定一张靓丽文化名片，后
由于种种原因停办多年。2007
年，保定市文联、保定市作协以
内刊形式恢复《荷花淀》。截至目
前，累计出刊70期。《荷花淀》主
要刊发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
学评论等，主要栏目有“名家精
选”“实力派”“本地风”（小说、诗
歌、散文）“内刊选”“话题”“保定
文艺”等。

《吕城》是江苏镇江丹阳吕
城镇作协主办的一份文学内
刊，2016年7月创刊，全年分
春夏秋冬四期出刊，每期印
2000份，约9万字容量，设有
本土推荐、小城故事、性情写
作、运河桨声、民间记忆、文
史档案、长篇连载等栏目。内刊
以“地方特色 时代风貌 精神
家园”为办刊宗旨，立足吕城，
而又不局限于吕城。

《沙地》是由江苏省启东市文
联主管、启东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
学季刊，创办于2006年9月，中途
无间断。《沙地》秉承优秀文学传
统，以发掘培养优秀文学人才、推
动新作品和文学精品的诞生为己
任，开设了小说、散文、诗歌、文学
评论和以重点推介文学新人为目
的的“沙地出发”专栏，每期文字容
量10万字左右。鼓励该刊首发稿件
在公开出版报刊再度发表。

《肥乡文化》是由邯郸市肥
乡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诗词楹联协会、作家协会、书法
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硬笔书法
协会、音乐舞蹈家协会协办的
地方综合性文化艺术杂志。创
刊于2016年1月，双月刊，逢
单月10日出版。主要形式包括
散文、小说、诗词等，主要栏目
包括美文品读、书法天地、艺苑
掌故等。

《中国诗》是中国网络诗歌学会
主办的诗歌双月刊，创刊于2010年
10月。《中国诗》立足中国诗歌前
沿，突出“高远、纯粹、关注、发展”之
纯文学精神，设置“黄河之水”“笔向
建安”“惊涛拍岸”“古风今韵”“散文
诗页”“诗网选萃”“草原诗空”“缘于
诗话”“本期诗星”及各类专题栏
目。《中国诗》从创刊至今每年开展
签约诗人活动，同时，《中国诗》每年
举办各类主题诗赛、高研班及诗会，
并设有“《中国诗》年度优秀诗人奖”

“《中国诗》诗星奖”等奖项。

《华北油田文化》前身为《淀边
塔影》，1983年创刊，16开文学丛
刊。1986年，《淀边塔影》改刊名
为《石油神》，1989年改为文学季
刊，并确定了“石油人写、写石油
人”的办刊宗旨。1995年，《石油
神》改刊名为《石油作家》，刊物定
位为“成熟作家的营盘，文学新人
的摇篮”，1998年，《石油作家》改
刊名为《华北油田文化》，页码从
64页增加为120页，常设栏目有：
石油作家、散文随笔、石油诗人、新
作展示等。

《未来作家》是一份由江
西省赣州市文联主办、立足
于赣南本土的大型综合性青
春纯文学刊物。设有“童年
快车”“少年沙滩”“青春部
落”等栏目，分别给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发表习作。

“话题冲浪”每期策划一个社
会热点话题，在发散写作中
思辨人世百态，来一场大脑
风暴。“社团点击”每期从赣
南大、中、小学校文学社团中
选一优秀社团作专门推介。

《极光》诗刊于2001年在济
南创刊，由严纪照（严冬）、谭延
桐、马知遥共同创办。由于谭延
桐和马知遥先后离开济南，自
2003年后由严纪照独立主持。
《极光》属于民刊，由同仁自筹资
金，不定期印行，内部交流赠
阅。先后有近两百位全国一线
诗人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作品多
次被《人民文学》《诗选刊》《星
星》《诗歌月刊》等多种杂志和选
本转载。2008年起设立“极光
诗歌奖”。

《陕西文学界》是与中央级
文化单位、全国各省文联、作协
交流，覆盖陕西省、市、县政界
主要领导和文联负责人、省内
知名高校和大企业、全省作家
的具有高端读者群、影力广泛
的文学通讯、交流双月内刊，于
1979年创刊，原名为《文学简
讯》，后更名为《陕西文学界》，
16开80码，内容丰富，分别设

“特别报道”“文学评论”“散文
视野”“文坛资讯”“市县之窗”
等栏目。

《洮湖》是江苏金坛的纯文学
双月刊，从1997年创刊至今，已
经正常、规范出刊23年。23年
来，《洮湖》在培养金坛文学人才、
大力宣传金坛经济文化民生建设
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洮湖》努力打造重点栏
目——“本土发现”（小说）、“江南
美文”（散文）、“渔笛琴韵”（诗
歌）、“金沙记忆”（非虚构）。其中

“本土发现”是重中之重，每期由
主编推荐选发本土实力青年作者
的优秀作品。

《文艺家》由扬州市文联主
办，每月一期，开设有小说看台、
散文园地、诗花撷拾、新书推
介、文化纪实、艺术之窗等栏
目，主要刊登扬州本土文艺家
的文学、艺术作品，兼顾省内
外名家作品，为全市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供展示、交流的平
台。同时还设有文艺资讯栏目，
让广大文艺家、文艺爱好者们借
助《文艺家》保持与文艺界的联
系，了解扬州文艺界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