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文学品牌 书写时代新篇
——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颁奖

4月8日，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广
州举行。该奖项由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州市文
艺报刊社主办，颁奖典礼由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承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任评委会
主任，宗仁发等担任评委，5部作品获主奖，10部作品获优秀
奖。其中，田耳《福地》、李西闽《小跳蚤》分别获短篇小说主
奖和中篇小说主奖，散文主奖由张炜《定格于青俊——杜牧
二十题》获得，诗歌主奖由霍俊明《屋子里的白鹭（组诗）》摘
得，评论主奖颁给了房伟的《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

颁奖典礼上，李敬泽作视频致辞。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
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讲
话。欧阳山和草明的外孙女田海蓝女士代表欧阳山先生亲属
致辞。评委们向获奖作家和评论家颁奖。

李敬泽代表评委会对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的
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欧阳山先生是中国左翼文学
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现代广东文学的经典作家，他在1932
年创办“左联”广州分会的同时创办了《广州文艺》这份刊
物，“《广州文艺》有这样的起源和根底，决定了它不是一个
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杂志，它承担着来自历史的这样一份文化
使命”。

张培忠表示，在欧阳山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欧阳山文
学奖应运而生，充分反映了广东文学界对欧阳山光辉一生的
无比崇敬，也展示了广大作家对传承欧阳山文学精神、打造新
时代文学经典的行动自觉。本届获奖作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记录历史变革、奏响时代强音、表现生活本质，以深刻
的现实关怀、鲜明的人文精神和多元的艺术探索，生动体现出
新时代中国文学争妍斗艳、蓬勃向上的良好势头。

曾伟玉表示，创办欧阳山文学奖就是我们对欧阳山这位
文学名家、文学大师的致敬，也是对时代、当下的致敬。呼吁
鼓舞更多的作家为时代立心、为人民立传，留下无愧于这个时
代的优秀作品。当年欧阳山先生以《三家巷》为广州立传，留
下永恒的文学经典。希望通过当下的文学创作，推出为广州
这座城市立传、为这个时代立传的文学精品。

李鹏程表示，欧阳山文学奖以欧阳山命名，是对他一生
秉持鲁迅精神、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的崇高情怀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以设立欧阳山文学
奖为新的起点，赓续欧阳山文学精神，弘扬《广州文艺》红色
基因，呼唤和培育记录时代、抒写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激励
广州文艺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踔厉奋发，推动广州文学高
质量发展。

田海蓝在致辞中表示，她的外公欧阳山在1932年创办
《广州文艺》，这份刊物发展到今天，有了91年的生命，成为一
个让我们永远自豪的文学标记。如今，《广州文艺》有了新的
发展，办得更具人民性、时代性。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份
刊物办得越来越好。

传承红色文学基因

欧阳山先生是广东文学的一座高峰，被誉为“领一代风流
的世纪大家”，荣获“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质勋章。在欧阳山
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走革命文艺道路，创作了一系列精品力
作，树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他于1932年9月组织“广州文艺
社”，创办广州最早的进步文学周刊《广州文艺》。1933年8月
在上海转入“左联”，在鲁迅先生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他在
延安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
的小说《高干大》成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和硕果之
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系列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其中
《三家巷》成为当代文学经典。

2022年9月，在《广州文艺》创刊90周年之际，首届欧阳

山文学奖正式启动。欧阳山文学奖由欧阳山资料室主任、欧
阳山的大女儿欧阳代娜授权设立，在《广州文艺》原已设立10
余年的都市小说双年奖的基础上举办，由原来单一的都市题
材小说奖提升为全面覆盖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的综合
性奖项。

欧阳代娜对欧阳山文学奖的设立表示了祝贺：“感谢你们
创立欧阳山文学奖的构想，这弘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光辉
传统。十分高兴，也十分感谢，你们辛勤创业的成果是向党的
二十大的献礼，也让前辈的奋斗永放光芒。1932年《广州文
艺》创刊至今90年的历史，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学道
路的正确，也证明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所取
得的辉煌。”

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评奖范围
是自2020年第1期至2021年第12期在《广州文艺》发表的作
品，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五大门类评奖，每
个门类各设一个主奖、两个优秀奖。本届文学奖由文学界名
家李敬泽、宗仁发、龚学敏、张燕玲、黄平组成终评委员会，具
有权威性和学术性。

奏响时代强音

获短篇小说主奖的《福地》站在城市化浪潮中回望空心化
的乡土，既是城乡之书、生死之书，也是事关此岸和彼岸的哲
思之书。获中篇小说主奖的《小跳蚤》交织着现实与浪漫、伤
感与理想，是真正属于城市的小说，为城市文学带来一束光。
获散文主奖的《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透过时间的云
烟，绘杜牧之俊朗飘逸、英挺雄拔。获诗歌主奖的《屋子里的
白鹭》诗思灵动，哲思深沉，书写了乡土之子面对乡土远逝的
感伤与悲怆、叹息与缅怀。获评论主奖的《当代文坛与王小波
的经典化》以史料挖掘机的强悍，在当代文坛的千人千眼、众
声喧哗中辨认王小波的当代性和经典化议题。

获奖作家和评论家分享了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创作感受。
对于此次获奖，张炜表示：“这是来自南国的文学鼓励，是诗与
思的又一次绽放，是重新向前的绚丽吸引。”

田耳在感言中谈道：“我38岁时才因一个偶然机会离开
了家乡，开始了在他乡的工作、生活。作为一个‘高龄’离乡
者，艰辛的适应过程必然也形成独特的感受，这是我不能忽略
的写作资源，《福地》正是由此形成。”他表示，此次获奖将激励
他进一步遥望故乡，继续找寻、拾取独特的感受，并与那一段
记忆达成和解。

李西闽表示：“《小跳蚤》是一个女性在都市沉浮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爱和告别的故事。”他认为，无论如何，小说还是
要写世道流变中的人心，还是要写出人的命运和希望。

霍俊明说：“能够获得《广州文艺》主办的首届欧阳山文学
奖的诗歌主奖，这对我20多年的诗歌写作来说是莫大的鼓
励和鞭策。我将把这视为个人诗歌践行的新起点和新基座，
不断向伟大的诗歌传统致敬，不辜负永恒诗神的眷顾，继续
在语言的乌托邦或异托邦中筑梦、自省甚至自我引渡。”

房伟衷心感谢《广州文艺》对他的关心和扶持。他说：
“《广州文艺》是一本优秀的文学杂志，首届欧阳山文学奖将此
次的评论主奖颁给了我，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文艺创作和研
究的道路，从来都是孤独寂寞的荆棘之路，而来自文学界的肯
定是我努力前行的巨大动力。我将以获奖为荣耀，以此为鞭
策，继续努力前行，不忘初心。”

彰显现实关怀

在获奖作品研讨会上，文学界、学术界、期刊界的专家学
者对获奖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这些作品质量上乘，
思想深邃，笔力雄健，充分展示了成熟作家卓尔不群的创作实

力，彰显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品格，让欧阳山的文学精神得
以传承和弘扬。

“《广州文艺》是期刊中的南国重镇，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
一本杂志，尤其是欧阳山文学奖的设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影
响力的奖项。”《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认为，《福地》在处理传
统延续跟现代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心态，面对故乡的失去、归宿
的失去，有一种忧伤失落在里面，这部作品写出了人的孤独
感。《小跳蚤》充分体现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写现实生活中的
弱者或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们能够互相搀扶、能够相互温暖，
这是小说的宗旨。“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但
在困境中，我们每个人要尽可能发出一点光亮来，互相温暖照
耀，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在生活中处于绝望。”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认为，霍俊明的诗找到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所表达的方向，通过这首诗，我们读出作为诗人的霍
俊明的认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他的《苍雪羽毛》是一
首短诗，空灵唯美，能让人产生一种无尽的遐想。诗人写到无
尽的虚空之物如此真实，有时候虚空是真正的真实。这种诗
歌的意象在最后一节，寻找它们的背面越来越多的反光、对立
面，从而用陌生之物揭示整个生命的意义。”

广西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认为，
《广州文艺》设立欧阳山文学奖，对南方写作、都市文学具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文学“破圈”也有助于文学影响力的
提升，对当下文学如何植根文学传统提供范式。这是对像欧
阳山这样的经典作家的致敬，也是《广州文艺》经典化的工
作。“张炜的风雅文章天下知，近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中国古
典诗论，《杜牧二十题》可以说气势蓬勃，不仅是留下华章，也
是一种自我完成，他遵循文学传统，包括欧阳山文学奖都是植
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房伟作为评论家，他的一系列文论阐
释王小波的当代性和经典性，提到用另外一种革命加恋爱为
题，将王小波对革命话语的颠覆做了新的尝试。”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认为，葛水平的《花骨朵破胸而
出》写一个妇女的内衣、亵衣、肚兜、抹胸，从胸前的刺绣来展
现历史和文化的延伸，写得很温婉，也很有历史感，同时又有
很多知识点。禹风的中篇小说《九号线》充满上海气息、都市
感觉。“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常常思考的不只是内在的东西，可
能还要从形式、延展、社会关联、阅读快感等来整体把握。这
部小说是我读过的小说当中比较酣畅淋漓，同时又能够有所
思考的中篇。”

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世宾表示，《广州文
艺》所发表的诗歌比较注重现实的层面，在中国当代的诗歌写
作里面，空间、方法、美学倾向非常多元、非常丰富。“朱山坡的
《替父亲拾骨》是一首长诗，以叙事诗的手法讲述给父亲拾骨
移坟的过程，这首诗的动机是怀念父亲，但书写的是生死的觉
悟。诗歌既写活着的人，也写死去的人。在这首诗中，生死两
界仿佛被打通，两界之间的叙事非常流畅，生的有生的艰难和
乐趣，死的有死的安详和从容。陈年喜的《时间的河岸》以组
诗的形式呈现，我们常常会遗忘流逝的时光之中所夹带的曾
经出现的事物，对于流逝事物的遗忘就是当下的缺失和不完
整。一个事物的完整是由流逝和当下所构成的，在当代生活
中，我们非常容易陷入眼前，而会遗忘过去修饰的事物。陈年
喜的《时间的河岸》就是要努力打捞这些修饰的事物，恢复写
作对象的完整。”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认为，白琳的《佛罗伦
萨瓦片》写的是一个当代的故事,小说所描绘的真实的留学生
生活在今天流动性强的城市化生活里面特别的感染力。刘梅
花的《潜伏在医简里的草木和沙场》除了医药知识之外，对李
时珍等历史人物也有一种人文关怀，他们及其著作能够流传
到今天，他们的情怀能够被今天的人接受，这是散文给我们提
供的非常广阔的联想。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德南表示，来颖燕的获

奖文章有非常自觉的本体意识，她对写作有非常自觉的探索，
有文章学层面的考量，她的表达从容放松优雅，不像学院派经
常引经据典，出现连篇累牍的术语。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有
很多本体层面的考虑，力求让这些观点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
部分。李浩有多层身份，既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在写作上
有很深厚的功底。在强调吸纳前人批判性观点的同时，李浩
也强调对阅读要有自觉抵抗力，要在影响的焦虑中慢慢建筑
自己。阅读的目标是什么？文章的标题就是答案，阅读首先
要“从中汲取，以及感受智力和情感的愉悦”，这就是李浩所提
供的阅读智慧。

青年评论家林培源认为，梁宝星的《巨鹿坡一号》是在叙
事经验上带有意志性的作品。近年来，梁宝星的小说融合了
科幻，还有新南方的文风，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正在
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特色和腔调。这样的写作有一定的
难度，需要有宏观的全球视野和人道主义关怀。东君的《拾梦
录》是在叙事的形式上有意识进行探索的作品，小说语言特别
雅致考究，片段式的写法拥有无穷的组合和扩散的可能。

据悉，此后欧阳山文学奖将每年举办一届，在推出精品打
造广州文学奖项，用文学作品讲好广州故事、广东故事、中国
故事，擦亮《广州文艺》文学期刊品牌的同时，为广州打造“文
学强市”，提升广州文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国际华语
文学圈的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广州文化综合实力出新
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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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主奖
田 耳 《福地》
短篇小说优秀奖
东 君 《拾梦录》
梁宝星 《巨鹿坡一号》
中篇小说主奖
李西闽 《小跳蚤》
中篇小说优秀奖
白 琳 《佛罗伦萨瓦片》
禹 风 《九号线》
散文主奖
张 炜 《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
散文优秀奖
葛水平 《花骨朵破胸而出》
刘梅花 《潜伏在医简里的草木和沙场》
诗歌主奖
霍俊明 《屋子里的白鹭（组诗）》
诗歌优秀奖
朱山坡 《替父亲拾骨（组诗）》
陈年喜 《时间的河岸（组诗）》
评论主奖
房 伟 《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
评论优秀奖
来颖燕 《他活在了世界的全部之中

——谈阿来的〈云中记〉与〈尘埃落定〉》
李 浩 《从中汲取，以及感受智力和情感的愉悦》

欧阳山和草明的外孙女田海蓝致辞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讲话 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
主席曾伟玉讲话

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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