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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授奖词

内刊优秀文学编辑奖 曹凌云

现任《温州文学》主编。曹凌云长期在
基层文联工作，面对办刊经费不足、编辑力
量薄弱、生存艰难的境况，他边作编辑、校
对，边跑印刷、发行，并争取资金对《温州文
学》进行改版，在保持温州地域文化特色的
同时，拓展文学边界，呈现文学的多样性表
达，力求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在他
的努力之下，刊物影响力大幅提升，投稿量
成倍增加，诸多作品获得转载。从“温州人
形象”的生动描绘到“温州文学现象”的多
元书写，这份内刊办出了品位、办出了特
色、办出了优势，以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
品格，成为连接温州人民与文学的桥梁。

内刊优秀文学编辑奖 周燕

现任《衮雪》副主编。二十多年来，周
燕兢兢业业从事地方文学刊物编辑工作，
历经多岗位任职，编辑了众多地方作者作
品，致力于提高基层作者的写作水平。通
过创办“本土作家展台”“汉风古韵”等专
栏专辑，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讲好中国故
事、繁荣本土文学、开掘地域文化、扶持青
年作家，使《衮雪》成为文学爱好者的精神
家园和基层作者的起步平台，并打造为历
史文化名城汉中的一个文学窗口、一份文
化读本、一张城市名片。在从事文学刊物
编辑工作之余，她还坚持文学创作，著有
散文集《表情》。

内刊优秀文学编辑奖 郭玉芳

现任《今朝》主编。十多年来，郭玉芳
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编辑工作中注重优
化栏目设置与版面设计，开掘赣南历史文
化资源，为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建设新
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样板提供了有力的
精神文化支撑。她致力于扶持文艺新人，
涵养本土文脉，培育文学生态，见证了众多
赣州作家的成长和新时代赣州文学的发展
历程。《今朝》的办刊质量及省内外的美誉
度不断提升，刊发作品曾先后获冰心散文
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散文奖、中国作家
网 2022 年度文学内刊优秀作品奖等。作
为一名优秀的散文家，她的作品亦曾多次
获奖。

新锐文学编辑奖 许莹

现任《文艺报》艺术评论部编辑。作为编辑、记者、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许
莹专业素质过硬，连续多年对全国“两会”、文代会作代会等重大会议进行报道，
积极策划并独立采写特稿。具有鲜明的选题意识，编辑版面及时反映文艺新
作、文学热点现象，关注剧作家、文学改编等话题，开设“文学助力影视高峰”等
专栏，为文学“破圈”贡献力量。她能够以敏锐的眼光介入文艺现场，褒优贬劣、
激浊扬清，唯实不唯名。曾获第七届“啄木鸟杯”年度优秀作者、第六届星光电
视文艺论文评选三等奖。编发文章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转载。

新锐文学编辑奖 任皓

现任《星星》诗刊编辑。任皓热忱工作，恪尽职守，善于思考，有敏锐的文学
触觉，与作者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表现出较高的业务水平。她策划的“诗歌

‘征文体’”“诗歌破圈传播”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放歌新时代”栏目被四川省
期刊协会授予四川期刊年度策划奖。她在工作中主动创新求变，打破文本与传
播的单向性，首次推出诗歌理论文章视频观点输出模式；积极尝试“文学摆摊”
实验，撰写的《让文学从院子和圈子走向大众》一文被中国作家网头条转发，受
到广泛好评。

骨干文学编辑奖 冯艳冰

现任《广西文学》副主编。作为一位边远省区刊物的文学编辑，冯艳冰主动
出击，以大格局锚定刊物栏目的艺术坐标，努力创造刊物的大气象、建构刊物的
厚重感，在提高刊物品位、扩大影响上作出了积极贡献。独立完成或与同行共
同策划，推出“重返故乡”“‘早知潮有汛’——六家文学平台联合打造诗歌矩阵”
等一系列在业内具有影响力的跨省区创意性栏目；由她主持至今达十六年之久
的“广西诗歌双年展”，已成为广西的诗坛盛事。责编作品被《新华文摘》等转
载。冯艳冰坚持到基层授课，与广大读者、基层写作者交流，出色地完成了“出
作品”“推新人”的文学使命。

骨干文学编辑奖 张颐雯

现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张颐雯编发知名作家作
品，重视发掘文学新人、培养青年作者。责编作品曾获萧红文学奖、福建省政府
百花文艺奖一等奖、毛泽东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及老舍文学奖等省部级
奖项，她本人曾获得过六届《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编辑奖”。张颐雯关注当下
文学发展现状，2023年开始在《北京文学》推出“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探索并发
现新时代文学的写作特征和发展趋势，推出一批有实力的北京中青年作家作
品。在做好编辑日常工作的同时，她还进行文学评论实践，在各大报刊发表评
论并出版评论集《现在开始回忆》。

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 张燕玲

张燕玲女士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编辑家、评论家、散文家。她以36年编
辑、27年主编之功，以饱满的人文情怀和专业的审美眼光，坚持文学理想，坚守
办刊、做人与作文的专业精神。1987年她参与创办《南方文坛》，1996年担纲主
编后在困境中锐意改版，使之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并促成与广
西师大出版社合作办刊8年，走出了一条书刊双赢之路。责编作品和个人著作
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1998年她开创“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
推出了全国140余名新锐青年批评家，“催生了中国新生代批评家的成长与成
熟”“集结起中国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

骨干文学编辑奖 安殿荣

现任《民族文学》二编室副主任。在17年的编辑生涯中，安殿荣对少数民
族文学始终怀有赤诚之心与热爱之情，与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和
诚挚友谊，推出了很多兼具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优秀作品。她还特别关注人口较
少民族作家以及各民族文学新人的成长。责编作品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入选
多种年选和排行榜，并有作品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安殿荣顺应新媒体时代发展趋势，以创新思维参与策划“云客厅”
栏目，并积极探索“云客厅”制作模式，增加了作品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提升了刊
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骨干文学编辑奖 明江

现任《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入职27年来，明江先后在《文艺报》新闻部、副
刊部、评论部等部门任职，认真履行编辑审读职责，采写大量文艺界深度报道并
撰写评论文章。她始终牢记意识形态责任，身怀文学使命感，以敏锐踏实的作
风拓展不同领域采访编辑写作业务。责编文章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
论评论奖，负责专栏先后八次获国家民委“民族题材新闻宣传优秀专题专栏”
奖，五篇报道获国家民委“民族题材好新闻”奖，编辑文学作品入选各类散文年
选。曾获中国作协“突出贡献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编辑奖”等。

骨干文学编辑奖 贾翠霞

现任《草原》主编。贾翠霞从事编辑工作20余年，对工作满怀热忱，并具有
开拓创新精神。先后策划主持“草原骑手”“自然写作”等品牌栏目，联合国内众
多作家、评论家，倡导并发起“自然写作”，呼吁作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自然文学作品，以文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开创“自然写
作营”模式，举办自然生态文学论坛，引发文学界的关注和热议，使《草原》成为
国内自然生态文学的一面旗帜。所编发作品大量被选刊转载，多篇作品入选各
大排行榜并获奖。贾翠霞担任主编以来，《草原》的质量和影响力得到明显提
升，焕发了新的面貌。

骨干文学编辑奖 鲁微

现任《北方文学》主编。上任以来，面对组稿困难、发行困难、影响力下降等
不利因素的挑战，鲁微制定了一系列可行、有效的举措，对刊物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版，努力打好视觉呈现、邀请名家、提高转载、网媒融合组合拳，花大力气
约请数十位知名作家，百余篇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发行量
翻番，社会效益增强，经济效益回暖，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他还
秉持着“开门办刊”的理念，把握传统文学期刊与融媒结合的发展趋势，积极促
成与爱奇艺签约，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关系，让《北方文学》走出黑土地，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

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 郑伯农

郑伯农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和影响力的编辑家、评论
家。曾先后任《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文艺报》主编、《中华诗词》主编。在
编辑工作中，他以敏锐的意识洞察文学发展的趋向与问题，围绕现实主义、“文
学的主体性”“重写文学史”“文学寻根”“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等新时期各种
文艺思潮和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组织展开梳理和讨论，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审视、分析问题，编发了一批有深远影响力的优秀理论批评文章，有力地参与、
促进了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建构与发展。同时，在发掘优秀作品方面，特别关
注和支持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作，注重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努力以文学
报刊为基点，引领文艺创作、文学理论之先。

7月29日，由中国作协、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山西省作协、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国文学报刊联盟

秘书处、山西文学院、大同市文联承办的2023年度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会在山西大同举行。“全国

文学报刊联盟奖”设“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骨干文学编辑奖”“新锐文学编辑奖”“内刊优秀文学编辑奖”四个奖项，用于表彰联盟会员

单位的优秀编辑，以更好地发挥文学报刊编辑队伍的长效激励作用。现刊发授奖词，以飨读者。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