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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文学理想坚守文学理想 书写时代新篇书写时代新篇
——河北文学创作五年巡礼河北文学创作五年巡礼

□□桫桫 椤椤

2019年河北省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全省文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立足燕赵大地，扎根火热生活，倾情书写中华儿女追梦故事，精心创

作文学佳作，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网络文学和文学批评等各文体全面开花、精品频出，全省文学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小说：在传统与新质中前行

言及河北小说，现实主义无疑是一个首先让
人想到的亮眼标签。近五年来的河北小说忠实
反映现实生活，始终在现实主义道路上阔步前
行，尤其表现在回应重大社会命题的长篇小说创
作中。关仁山《白洋淀上》是三卷总字数超百万
字的小说，也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实施后首部出版的作品。小说讲述了雄安
新区成立五年来白洋淀区人民生活和思想观念
发生的变化，在“新区、新人、新事、新时代”的叙
事脉络中勾连历史、现在与未来，着力刻画当代
人的心灵嬗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河北长
篇小说深耕的题材领域，贾兴安《风中的旗帜》在
聚焦这一主题的同时，全景式展现了农村基层治
理和当代乡村的运行状态，体现了作家对乡村转
型的宏观性、整体性思考。此类作品还有杨勇的
《最美的奋斗》、水土的《还你一个仙女湖》等。康
志刚的长篇小说《滹沱人家》将改革开放40年的
社会变迁浓缩在一对青年夫妇身上，以小见大展
现农村生活和道德伦理的变化。刘荣书的《望烽
烟》将抗战英雄置于鲜活丰饶的日常中，以个体
视角审视和反思抗日战争，阐释了民族危难之际
家国同构的关系。

自“河北四侠”以来，河北小说家对叙事艺术
的探索发生质的变化，在形式上表现为杂糅现实
主义与先锋写作，在内容和主题上则通过强化个
体经验来拓展小说的可能性，五年来诞生了一批
佳作。刘建东的“董仙生”系列不断丰盈，在《声
音的集市》《甘草之味》等十数篇中，“董仙生”这
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不断成长，成为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典型化写照。其他如《第一站台》《火
焰上的夕阳》等也不断开拓着写作的边界，其中
最重要的当数《无法完成的画像》，这部“幽微剔
透、沉静隐忍，实现了革命英雄叙事传统的新变”
的短篇力作被授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当
代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李浩在历史叙事中另
辟蹊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像一部融多层叙事
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征用传统民间神话的同
时进行基于现代精神的阐释。在其他优秀小说
作品中，大解长篇小说《原乡史》、何玉茹《他们的
幸福生活》、阿宁《独自表演》、骆同彦《万有酒家
的六巧》、云舒《k线人生》、梅驿《空房子》等都有
着较高的个人辨识度。

青年创作是河北小说极重要的板块，现实主
义和现代主义诸多流派的影子叠加在青年作家
的创作之路上。张敦在延续以往冷峻风格的同
时添加了温暖的底色，短篇小说《小秋在大理》展
现了艰难生活中人和人依偎取暖、彼此依存的柔
软内心，充满了力量感；焦冲的《原生家庭》《女人
四十》两部长篇小说和多篇中短篇以当代人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割裂，展示迅速展开的工业化
和信息化社会中无法自洽的灵魂与难以自愈的
创伤，在绵密的叙事中为“我”与世界的和解提供
可能；贾若萱的中篇小说《圣山》交叉使用了平行
以及连续蒙太奇手法，营建了一种奇妙的魔幻现
实感，展现出作者驾驭小说复杂叙事的强大能
力，在河北作家中极具异质性。

诗歌：诗意表达个人的时代体验

如同革命年代晋察冀诗歌以“火辣辣的热情”
拥抱“活生生的现实”，在五年来的时代风潮中，河
北诗歌在个体生活经验与各种信息的叠加和交融
中，不断深入现实内部和个人的心灵深处，触摸人
在生活与自我交织中的隐秘律动。一大批佳作应
时而生，昭示了生机盎然的河北诗歌生态。

河北诗歌对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2019年举行的第50届塞尔维亚斯梅代雷

沃国际诗歌节上，郁葱获得“金钥匙奖”，这也是
河北省诗人首次获得国际重要诗歌奖项，诗歌节
组委会及各国作家对河北诗人作品给予了高度
评价。郁葱《尘世记》、大解《月光谣》两部诗集中
塞双语版在塞尔维亚出版，是年十月河北作家代
表团访问塞尔维亚，推动了河北省文学走向海
外。在参与中外文学交流方面，晴朗李寒翻译的
阿赫玛托娃诗集《我学会了简单明智地生活》、瓦
季姆·莱文儿童诗集《雨中漫步》以及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作品《最后的见
证者》等相继出版，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

诗集诗作展现诗人创作成绩和风格。韩文
戈诗集《虚古镇》聚焦自然与乡村，将当下的现
实、历史的神秘和生命的觉悟交织在一起，具有
浓厚的史诗元素和时代气息；他的另一部诗集
《花开的地方》精选了1987年至2021年间的诗
作，集中呈现了诗人的创作之路和诗风。李南诗
集《那么好》以刻骨铭心的诗意言说，让生活、命
运和信仰构成一体，达成了心灵与艺术幻觉的奇
妙平衡，拓展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诗歌路径。胡茗
茗诗集《爆破音》在书写与隐藏之间展开生命的
博弈，在不同年代和生命的不同时段记录生活经
验与生命伦理冲突的紧张感。施施然诗集《隐身
飞行》通过语言的结构直抵生命内部，显示出诗
人处理多种题材的能力。见君诗集《异象》充满
先锋性，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拉伸、扭曲、变
形、扩张甚至颠覆等方式，展示、探究人性和灵魂
的烂漫生息。此外，宋峻梁长篇叙事抒情诗《我
的麦田》、蒲素平《大地之灯》、孟醒石《封龙获
鹿》、宁延达《在徒劳的房间里》等诗集，以及东篱
的油葫芦泊系列、石英杰的易水系列、北野的燕
山系列、白庆国的乡村系列诠释个人与土地、时
代的关系，也是五年来河北诗歌的重要收获。

建立鼓励和繁荣诗歌创作长效机制，是五
年来河北文学工作的重要内容。2020年起设
立的河北文学榜诗歌榜，评选和展示年度十佳
诗作；2023 年起举办的“诗意燕赵·青春风
华——河北青年诗人笔会”，旨在发现有潜质的
优秀青年诗人；《诗选刊》开设的“大河之北”栏
目每期推出一位河北实力派诗人；“河北中青年
诗人专号”展示全省诗歌创作成果……这些举
措为河北诗歌“出人才、出作品、出精品”起到了
重要的“护航”作用。

散文：用情书写天地人间

散文历来是最活跃和产量最大的文体之
一。五年来，以日常生活、历史文化与生态文明
建设为基本题材域，河北散文作者不再局限于一
己悲欢，体现出更广义的人文关怀，不断涌现的
精品佳作真切诠释着他们的生命情怀、历史追怀
和宇宙意识。

时时留意和体悟变动中的时代生活与动人
情感，散文成为现实有情的审美写照。尧山壁的
写作寓深沉丰腴于平淡朴素的韵味中，《忆顾随
先生》等篇章使人物的神态和境界在传神的笔触
里自然飘来，令人不觉仰望遥思。宁雨的笔下既
有对城市生活的微妙体察，亦有对田野大地的深
情回望，《十里花廊》《八月黍成》中奔涌着燕赵大
地的芬芳和活力。刘萌萌惯于以跳跃和碎片化
的叙述，调制出迷离惝恍的艺术调性，《褚兰花的
消息》《杨北京消失在人海》缝合起人物的命运与
选择，传达出时间流逝中的生命况味。刘云芳将
现实艰辛和人生暗疾掩映于冲淡平和的寻常生
活里，在歌哭悲欣中开掘出对人生命运的深切感
怀。《父亲跟我去打工》《父亲点亮的村庄》以琐细
温暖的细节铺展出底层人生的酸甜苦辣，传达出
父亲吃苦耐劳、坚强隐忍的人格气质。刘亚荣的
《与鸟为邻》在平淡无奇的吃食、花果和朝夕相处
的亲友、乡邻中获取生活的情趣，亲切质朴的气

息里氤氲着平民的苦乐和世俗的冷热。
除对燕赵风骨和地域文化进行美学阐释和

建构外，散文也在对现实和人生的思索中塑造出
深刻的历史意识。梅洁的《大房山：千古一地》以
饱蘸深情的笔墨引领读者走进历史文化遗存，展
示对古今人物的崇敬之情并抓住文化传承的要
义。刘江滨《棠棣燕赵》《日照荒垣》表达对文化
精神的敬意，通过充满地域色彩的历史追溯，为
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立传。绿窗《城垛上的
花魂》展现出燕赵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原生态
之美及苍劲雄浑的生命力。路军《明月清风》等
系列作品通过发掘苏轼的生平，进行着回归文化
想象和理想人格的跋涉。

生态散文日益成为河北独具价值的文学抒
写，作家在关注自然风景、凝视花草生灵时，心怀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冯小军的《滴水森
林》通过细腻描述雨水在山间林木上由高至低层
层淋漓滴落的自然情态，传递出万物相依的生态
理念；散文集《裁一片绿影送给你》即是他踏遍青
山后对山河林木的审美观察和对护林生活的真
挚记录。心盈的《湿地天使》将拍鸟护鸟的故事
融入白洋淀湿地修复的过程中，既赞美了普通民
众参与未来之城建设的平凡义举，也展现了雄安
新区推进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

报告文学：高奏新时代的铿锵乐章

报告文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绚丽多姿
的河北篇章，关注一系列“国之大事”在燕赵大地
构建起的独特风景，注重表现新主题、描绘新人
物、讴歌新时代，优秀作品体现出不同代际作家
在文本理解和把握上的新突破和新视角。

以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为对象的“红色叙事”
是河北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永恒题材。李春雷《麦
香》《“伪保长”李文元》等系列作品立足当下、回
望历史，是丰富燕赵红色历史的有益补充。郭文
岭等主编的《红色“冀”忆》一书讲述燕赵大地上
的真人真事，为传播河北红色故事提供了有意义
的历史读本。河北省作协多次组织开展燕赵红
色历史专题采风，尚未《穿越烽火寄雁翎》、肖煜
等人的《西柏坡的老房东》等作品，再现燕赵大地
一条条清晰的“红色血脉”。李延青、黄军峰《赤
色初心》采取“糖葫芦”式结构，讲述生动感人的
英雄故事。高宏然等的《特别支部》采取多维并
行的叙事视角，讲述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
立和发展的历程。柏川的《绝地突围四·二九》叙
写了抗战时期发生在燕赵大地上的惨烈战斗，让
读者仿佛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

选取具有鲜明特色和生动气韵的故事，彰显
燕赵风骨和河北精神，报告文学创作的“河北叙
事”正逐渐形成。关仁山《太行沃土》、李春雷《金
银滩》、翟英琴《大地芳华》等长篇之作，刘世芬
《曲长城村的幸福泉》等中短篇作品是对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历史性成就的真实记录。据不完
全统计，五年来河北作家以此为主题的作品超过
五百篇（部），成为中国脱贫史中珍贵的文学档
案，李春雷入选中宣部2023年重点主题出版物
和“党建好书”的报告文学《江山如画》也是乡村
振兴题材。心盈《雄安摆渡人》、张梅英《雄安质
量守护人》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记录着雄安新区建
设过程。李春雷《士兵与元帅》、黄军峰《三进崇
礼》和《冰雪里的中国年》，尚未《向雪而行》等记
录丰富多彩的冬奥故事，展现出一幅幅与燕赵大
地息息相关的冬奥会建设现场感人画面。此外，
王立新《多瑙河的春天》《钢铁之城》展现河钢集
团产业转型和全球化布局，李春雷《青春的方向》
关注河北援疆故事，冯小军《白色的海，绿色的
海》等将目光聚集到塞罕坝这一世界面积最大的
人工林，刘世芬《逐梦伶仃洋》关注我省企业参与
港珠澳大桥建设故事，杨辉素《给流浪儿童一个

家》关注流浪儿童救助，李秀存、张勇主编的《德
耀燕赵——河北省道德模范报告文学集》展现道
德模范感人事迹。这些作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河北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人物类作品也是河北报告文学中的“常青
树”，周喜俊《人民的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梆
子》、刘世芬《将军台》等大量的写人之作涉及人
物多面、行业广泛，展现出燕赵儿女慷慨奋进、坚
韧不拔的精神气质，形成了具有河北特色的非虚
构叙事。

网络文学：彰显网络时代的文
学创新成果

网络文学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河北文学发展
最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创新成果，无论写作者、作
品还是读者数量，在各文学门类中都稳居首
位。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籍网络文学写作者逾
8万人次在各大文学网站签约。五年来，网络
文学题材日益优化，精品佳作频现，IP综合开发
成绩优异，精品佳作丰富多元，有效激发了文学
的时代活力。

一批佳作受到社会肯定。《深海余烬》（远
瞳）获第33届银河奖最佳网络科幻小说奖，《三
万里河东入海》（何常在）、《不让江山》（知白）、
《君九龄》（希行）、《黎明之剑》（远瞳）先后入选
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向上》（何常在）、《家
庭阅读咨询师》（九戈龙）、《洛九针》（希行）分别
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地球纪元》（彩虹之门）等多
部作品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承继现实题材创作
传统是河北省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反映冬奥
会期间河北新能源研发的《绿电》、聚焦青春成
长的《停留在夏天的人》、着眼青年就业的《试试
做个兽系青年吧》等作品既有时代担当，又充盈
着满满的“地气”。

“声剧动漫”全链路开发和海外传播彰显综
合潜力。有声改编方面，《天字第一當》（骑马钓
鱼）、《不让江山》《长宁帝军》（知白）在喜马拉雅
平台播放量超10亿；《心痒难耐》（牛乳蘸糖）改
编的广播剧进入喜马拉雅广播剧 top100 榜
单。剧集孵化方面，《虫图腾》（闫志洋）、《奋斗
在新明朝》（随轻风去）、《独家占有》（牛乳蘸糖）
等改编的网络剧在优酷、抖音等平台播出；刘阿
八同名小说改编的动漫《力拔山河兮子唐》《九
域之天眼崛起》等在各大平台播出。远瞳“希灵
帝国三部曲”中的《希灵帝国》《异常生物见闻
录》和《黎明之剑》均已完成漫改。海外传播方
面，《浩荡》（何常在）、《大帝姬》《君九龄》（希
行）、《和亲公主》（鲜橙）等多部作品被译成英
文、韩文、泰文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地球纪
元》被大英图书馆收录。

不断健全的体制机制为河北网络文学高质
量发展提供支撑。五年来，召开河北网络文学推
进会，组织百余位网络作家代表赴井冈山、延安
等地接受特色培训；成立网络文学与产业融合发
展联盟，开展河北网络小说排行榜评选与河北网
络文学与产业联盟优秀成果评选，80余篇评论
文章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发表，网络文
学创作、开发孵化、媒体推广、理论评论等各环节
力量得到了有效整合。

文学评论：与时代同频共振，与
创作砥砺共生

河北文学评论与创作并驾齐驱又互相砥砺，
在文学现场形成“共生”关系，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一方面，不断有优秀评论作品问世，对新时
代不断涌现的一些重要文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另一方面，一直保持对河北作家作品的关注、研

究和推介，对河北文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同时，河北文学评论队伍继续壮大，老中青
三代评论家皆呈现蓬勃的写作态势。

资深评论家笔耕不辍，封秋昌、王力平、邢建
昌、郭宝亮、杨红莉等依然活跃在文学评论现
场。王力平长期关注河北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
的成长，几年来陆续发表了对曹明霞、梅驿、张
敦、清寒、苑楠等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以高
度的责任感体现出对河北作家创作的准确定位
和“把脉”能力；同时，其评论专著《水浒例话》既
是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深究”经典，更借此来重申
文学创作中被当下作家们忽略已久的诸多文学
常识，在当下的文学理论界是独有的成果。郭宝
亮的文学评论素以学养深厚与整体性观照的广
博视野著称，近年来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
论》等国内大型文学报刊发表多篇评论作品，其
中《河北文学：现实主义的坚守和新变》一文梳理
和阐释河北现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实现
了对河北深厚文学传统的再次构建。

中坚力量显现出扎实的评论风格，以桫椤、
金赫楠、李建周、王文静、辛泊平等为代表。李建
周执着于先锋文学与诗歌的研究和评论，在《文
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发表多篇深入阐释先锋文
学史、当下诗歌写作现状考察以及具体作家作品
评析的文章。金赫楠侧重青年写作的文本分析
和现象阐释，在评论写作时始终主张和践行文学
评论独立的文本风格与审美价值，在《上海文学》
《文艺报》等发表多篇作品。李浩和左马右各两
位写作者在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之间花开两枝、
自如切换，创作若干优秀小说的同时还撰写和发
表大量文学评论作品。李浩陆续出版专著《匠人
坊1》《匠人坊2》，从经典小说文本分析与小说要
素论述两种切入角度，着重于探讨现代小说在思
想与技艺上的基本问题；左马右各积极介入文学
现场，五年来为《思南文学选刊》撰写特约评论文
章五十余篇。

中坚代评论家主动切入网络文学现场。桫
椤的评论集《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文学
何以中国》等显示了宽泛的研究视野和独具个人
性的研究方法。王文静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后
起之秀，多年参与中国社科院“中国网络文学年
度发展报告”课题研究与撰写工作，评论集《你
好，镜头》、专著《三水小草与〈还你六十年〉》和频
频见诸报刊上的文章是其侧重网络文学IP开发
和影视研究不断结出的硕果。安迪斯晨风近年
来在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撰写了大量的网文评
论，评论集《生如稗草：网络文学导读》对中国网
络文学2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记录，
形成了“网生评论”的风格独特。

青年评论家崭露头角，于枭、赵振杰、卢会
发、李硕、翟晓菲、景立鹏等表现出特有的锐气与
生气。于枭多年来追踪阅读河北小说家发表在
各种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在《河北作家》开设“河
北中短篇小说季点评”专栏；赵振杰对当下最活
跃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保持着敏锐的关注。
此外，卢会发的儿童文学评论、李硕的小说文本
细读、翟晓菲的女性小说研究等各具特色，青年
研究者们正在加速成长。

回顾过去的五年，河北作家坚持守正创新、
坚守文学理想，勤勉努力、精益求精，创作出了一
批描绘新时代精神气象、彰显中华文化传统和美
学气韵、体现燕赵风韵的文学作品，为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当前，在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河北作家正以更大的动
力勇担时代使命、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强国建
设中谱写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
北作协研究员，李建周、金赫楠、王文静、于枭、黄
军峰、翟晓菲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照片由河北省作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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