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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２０１２年四川文艺创作述评

前　言

２０１２年四川文艺创作述评
苏 宁

２０１２年，四川文学艺术从创作观念到艺术手法都在寻求突破，彰显文

化自觉、文化自信。从文学方面看，作品的精神内涵获得了较大的提升，文

体和叙述更为成熟，创作理念上更加注重主体对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创作题

材更为宽泛，创作内涵上更加深邃，一改四川文学乡土叙事沉重的主题，增

加了亮色。作者队伍更为年轻化，中青年作家成为创作的主体；新的创作群

体如 “康巴作家群”异军突起，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艺术方面，在平静

的外表下，四川艺术界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已经破土而出，走向国际与回归传

统，正成为四川艺术界的双引擎。继多次荣获茅盾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之

后，２０１２年四川文学艺术收获多项国家级奖项。

一、文学创作注重在大叙事中看到个人的精神

２０１２年四川长篇小说创作题材多集中于军旅生活、时政、女性、历史、

民族。作家从现实重新进入历史，掀开历史的地表，去寻问历史的隐藏者。

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虽然是一种大叙事，但在大叙事中仍能看到个人的精

神。如邓贤的 《父亲的一九四二》（《当代》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展现了英雄主

义与人性的力量、战斗中的生死考验，由于有大量的史料做基础，细节更为

丰富生动。小说有对历史书写的独特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行走的情

状。作者的叙述采取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手法，将人性书写与历史感结合在

一起。这些反思历史的作品具有后革命叙事的明显特征。冰春的长篇小说
《战将》也描写了一个历经战争的家庭：别具特色地描写了亲情与坚守人生

信仰的冲突。这些作品试图代表历史的良心，是从历史的角度反思人性与民

族精神，使得历史资源生出了新意。王甜的 《同袍》和刘春光的 《那时满地

霜红》两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成长小说。这些军旅生活描写的背后隐藏着一

个寻找的主题，展示了作家对当下军营生活多侧面的思考。作者将笔下的冲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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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以略带轻松、戏谑、幽默的笔法叙述出来，体现出一种清新的风格，带有
年轻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诉求。

都市题材在四川本土经验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堪称近年来四川文学

创作的一个新变化。许多作家正是在处理都市生活时表现出他们新的思考。

在现代化艰难的关隘中，都市同样面临着极大的诱惑与困境。庹政的 《猛虎

市长》和老谦的 《酒话》是两部反映当下官场文化生态的作品。它们或是对
官场潜规则的揭露，或是苦苦寻找真正体现生命价值的途径，如 《酒话》中

的基层官员。他们并不自甘堕落，却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两部作品呈现官
场的 “原生态”，对充斥官场的权力、金钱、阴谋都有生动细致的揭露。本
年度女性题材小说佳作迭出，作家们正视现实，着重探索消费社会语境中女

性的心理与生存策略。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没有陷入预设的叙述套路中。颜
歌的长篇小说 《段逸兴的一家》（《收获》２０１２年第５期）是作者的转型之

作，从前些年的实验小说转为写实，用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将
一个较为散淡的人生故事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赋予故事和人物以质感，

小说更专注于人性人情平实表象之下的细微之美。黎晓钲的长篇小说 《天地
情》、何小竹的 《女巫之城》和杜怡臻的 《女白领≠女人帮》三部小说都是
对于当下消费社会语境中女性境遇的描写。

据统计，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有５家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了四川作家
的中篇小说：《收获》第６期刊发了七堇年的 《站者那则》，《小说选刊》第

１０期和 《小说月报》第１１期同时选刊了裘山山的 《意外伤害》， 《十月》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刊发罗伟章的中篇小说 《回忆一个恶人》，同期刊发四川另一

作家章泥的短篇 《荒山菊》。四川全年发表于全国各大文学期刊的中短篇小
说共收入１７篇，发表于省级以下刊物的也有不少好作品，如 《四川文学》

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和全国一类刊物作品比肩。其他地方性在全
国有影响的刊物如 《钟山》《清明》《大家》《江南》《芳草》《作品》《天涯》
《芙蓉》等，都刊发了不少优秀的四川文学作品。从作者情况来看，除罗伟

章、裘山山等知名作家外，青年作家成为本年度创作的主要群体，由此可见
青年作家正在快速成长。

从创作主题与题材来看，２０１２年中短篇创作大多从日常生活平凡琐屑
的表象之下，发现某种特异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生哲理。如对 “５·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性事件的新叙述，与前几年近距离急就章式的写作不
同，更注重从对当事人的人生轨迹、对人们的生活观念与价值观的改变入手
来写灾难。时间的距离使作家们有可能潜入到事件的灾难性表象下面去观察

和发掘人性人情的变化。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小说选刊》选登裘山山的短篇小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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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大雨倾盆》，以一场相亲展开故事。相亲过程中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茶
楼喝茶避雨时四个人物的微妙交流，各自在目光中捕捉到心灵深处，表达当
下人们渴望的更多的自由度，更少的约束，人与人之间真诚和信任。《大雨

倾盆》堪称一部细致而深刻的社会心理小说。

从创作风格看，２０１２年中短篇作品呈现缤纷色彩，有传统写实风格对

独特的人生经历的表述，有用雅致风格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有历史架空风格
与对当下社会生活模式化的反思，这些作品都试图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

生活的哲理。四川中短篇小说创作２０１２年在全国并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仍
然有不少亮色。

回顾２０１２年，四川诗歌散文创作在全国各大主流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

在全国各顶级奖项评比中榜上有名。四川作为诗歌散文大省，多年来创作队
伍十分活跃，他们与实力雄厚的小说兵团一起，以文学川军的整体形象驰骋

于中国文坛，誉满西部。

２０１２年四川诗歌创作重要获奖作品有木帕古体彝文诗集 《鹰魂》，荣获

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首部获 “骏马奖”的彝文诗集；有
荣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获奖作品：龚学敏的 《紫禁城》、李龙炳的 《李龙炳
的诗》、姜明的 《万物生长———汶川地震人物志》、吴雪峰的 《雁栖南方》、

王志国 《风念经》。获第五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作品有蓝晓
诗集 《一个人的草原》、拥塔拉姆诗集 《亲吻雪花》、白玛曲珍诗集 《彩色高

原》、桑丹诗集 《边缘积雪》、窦零诗集 《洞箫横吹》、夏加诗集 《天子格
萨尔》。一些中生代诗人推出了史诗性作品，如孙建军、贾勇虎的 《诗话中

国》、曾明诗集 《放歌世博》。一些关注现实的作品写出了新意，如赵永生诗
集 《一池绿锈》、熊焱 《爱无尽》、杨雪 《杨雪诗选》、刘安祥诗集 《快乐人

生》、赖松廷 《儿童歌谣一箩筐》等佳作。

２０１２年一批四川籍散文家的作品在全国重要奖项和重要报刊中集中亮
相，呈现集群效应，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顶级散文大赛和评比奖项。以历史

文化散文创作见长的蒋蓝，２０１２年获得了 “人民文学年度奖”散文奖，军
旅散文家杨献平，获得全国 “周庄杯”散文奖。洁尘、冯小娟、阿贝尔、郑

小琼等，也都在全国重要出版社和文学报刊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继 《流
年：洁尘散文》之后，２０１２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洁尘散文随笔集 《生活就是

秘密》，收录了她近年来 “潜行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散文。裘山山、洁
尘等重要作家的作品无疑扩大了四川散文在全国的影响，显示了四川散文创
作，乃至文学创作整体水平的实力。

民族文学创作是２０１２四川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四川省作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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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着力培养民族青年作家，打造文学川
军，尤其是对藏区的文学工作给予了重点关注和支持。近年来，四川藏区文
学创作势头形势喜人，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创作成果丰硕。其中，“康巴作

家群”异军突起，成绩斐然。２０１２年四川民族文学创作获得了全国大奖。

作为康巴作家群代表的三位作家，格绒追美创作的长篇小说 《隐蔽的脸》，

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达真创作了康巴三部曲中第一、二部长篇小说 《康
巴》和 《命定》，两部小说都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康巴》获得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引起了文学界、评论界和媒体的关注。在短短的几年

时间里，在人口仅１１０万，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甘孜州，文学创作却呈现繁
荣局面，文学创作数量不断增长，文学创作质量迅速提高。以藏族作家为主

体，由汉、回、彝等构成的康巴本土作家创作出融艺术性、民族性、时代性
于一体的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十余部专著和文学作品获全国、省级文学创
作优秀作品奖，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四川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得到中国作

协的关心、评论家和媒体朋友们的关注。

四川作家力图努力寻找自己的叙事方式，在创作中明显包含着文学对中

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具有很强的本土意
识。这些描写并不是全景式的或史诗性的，但作家们从本年度的生活视镜里
看到了现实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变异。

二、艺术创作彰显个性、寻求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引擎驱动

２０１２年，四川艺术创作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艺术门类融合借鉴，跨艺术

门类之间融合创新成为艺术风向，传统艺术光彩依旧、新生艺术朝气蓬勃。

美术界注重国际化，今年举办了多场国际展览，规格高，涉及国家多，超出
了往年，如 “东张西毕，百年邂逅———２０１２毕加索中国大展 （成都）”，以
及中德艺术交流展、中法艺术交流展、国际驻留计划、中朝美术作品展以及

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交流展等。跨界融合的艺术驻城创作成为新的的国际化现
象。跨界艺术是今年四川美术一个新的潮流。周春芽与西班牙鬼才设计师亚

米·海因合作推出的跨界作品展 “Ａ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Ｋｉｃｋｉｎｇ爆发的生命力”引起广
泛关注。一些另类的当代艺术展开始出现，如在ｒｅ－Ｃ （廊桥）艺术空间开
幕的命名为 “游乐场”的展览。在四川，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机构开始为素

人艺术家提供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为他们办展览。蓝顶艺术家群落聚集的
出现是一个生动缩影，为四川艺术发展带来新鲜血液和活力。艺术评论家们

认为，四川浓厚的人文历史、多元的艺术生态、自由的艺术氛围，吸引了大
批艺术家和艺术机构。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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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国际化的同时，立足点是四川，是回归普通观众。国内各
区域板块的艺术交流和各门类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跨省、跨地区的艺术联
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着各地艺术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四川艺
术家注重对艺术创作历程的脉络梳理，重回艺术传统。美术界发出了回归现
实主义传统的强烈呼吁，创新发展彰显个性，艺术样式不断丰富。创作中注
重反思历史又感悟现实的双重艺术特性。特别在一些８０后画家已经放弃了
写生与画素描，对自然的感受能力与造型能力都在逐步退化的时代，这样的
回归是一种有力的提醒。无论美术、影视还是舞台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的意
识：创造出与百姓心灵相通的作品。

本年度，各艺术样式的交融与借鉴使综合艺术发展取得长足进展。除了
传统的电影、电视等综合艺术以外，广场艺术、舞台艺术、综艺晚会、音乐
书法、音乐舞蹈诗等综合艺术发展迅速。舞台艺术注重吸收文学、绘画、音
乐、舞蹈等各门艺术的长处，获得更多艺术表现手段和方式，将时间艺术与
空间艺术、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
术的特点融汇到一起，艺术表现具有更加强烈的感染力。

四川的舞台艺术稳定持续繁荣，创作势头不减。主要表现在创作视角更
为开阔，创作者摆脱了浅近的功利目的的追求，努力发掘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题材选择方面，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传统历史剧、少数民族传统艺
术题材均有出现，各具风采，既有为普通人民传神写貌的力作，也有革命历
史题材的好作品。几场大型纪念演出活动和全国性汇演中，参加展演的剧目
大多经过长时间的舞台考验，许多作品传统特色浓郁，创作新意也很突出，

为全省乃至全国观众提供了新鲜的视觉和审美体验。

总之，随着四川省委文化强省战略的不断推进，四川的文艺创作和演出
呈现出多种体制齐头并进的良好趋势。文艺体制改革带来了创作活力，艺术
领域的渗透与溢出引领风尚，精神文明建设、中外文化交流深入发展，文化
贸易与文化交流齐头并进，向全世界亮出了 “锦绣四川”的文化品牌。我们
能强烈地感受到四川文学艺术在２０１２年的蓬勃态势和良好局面，感受到四
川文学艺术所呈现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作者：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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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言　２０１２年四川文艺创作述评

　一、文学创作注重在大叙事中看到个人的精神

　二、艺术创作彰显个性、寻求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引擎驱动

文　学　
第一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长篇小说创作

　一、作品题材与主题

　二、“康巴作家群”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三、２０１２年四川长篇小说作品梗概
第二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中短篇小说创作分析

　一、创作主题与题材

　二、篇　目

　三、作品梗概
第三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网络文学年度分析

　一、２０１２年四川网络文学创作特征

　二、２０１２年四川网络作家、作品
第四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散文创作

　一、王龙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二、张中信 《野茶灞时光》

　三、伍松乔 《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

　四、刘兴诗 《与狼相处的日子》

　五、罗凌散文集 《远岸的光》

　六、吉布鹰升散文集 《有一种感觉叫思念》

　七、张力羌报告文学集 《飘飞的羌红》

　八、伍松乔 《活着的死城———走进北川老县城》

　九、赵良冶散文集 《守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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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王孝谦 《自贡王爷庙品茶》

　十一、何建明、李天泉报告文学 《天歌》

　十二、意西泽仁随笔集 《雪融斋笔谈》

　十三、格绒追美散文集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十四、王永忠长篇传记文学 《凉山之鹰》

　十五、马有举长篇纪实文学 《崛起之路———中铁二院６０年发展纪实》

　十六、张健长篇纪实文学 《巅峰》

　十七、赵良冶长篇报告文学 《震不垮的熊猫家园》

　十八、向思宇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甜城兴衰记》

　十九、陈水章 《阳安旧闻》

　二十、杨浚荣散文集 《走进母亲的岁月》

　二十一、田涌泉长篇纪实文集 《这座年轻的县城》

　二十二、冯荣光电视散文 《荷塘风雨》《银杏风舞的季节》

第五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诗歌创作

　一、木帕古体彝文诗集 《鹰魂》

　二、龚学敏 《紫禁城》

　三、李龙炳 《李龙炳的诗》

　四、姜明 《万物生长———汶川地震人物志》

　五、吴雪峰 《雁栖南方》

　六、王志国 《风念经》

　七、蓝晓诗集 《一个人的草原》

　八、拥塔拉姆诗集 《亲吻雪花》

　九、白玛曲珍诗集 《彩色高原》

　十、桑丹诗集 《边缘积雪》

　十一、窦零诗集 《洞箫横吹》

　十二、夏加诗集 《天子·格萨尔》

　十三、孙建军、贾勇虎 《诗话中国》

　十四、赵永生诗集 《一池绿锈》

　十五、熊焱 《爱无尽》

　十六、杨雪 《杨雪诗选》

　十七、曾明诗集 《放歌世博》

　十八、刘安祥诗集 《快乐人生》

　十九、赖松廷 《儿童歌谣一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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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２０１２年四川文学评论

　一、第十二届西蜀文化论坛：长篇小说 《报风雨》研讨会纪要

　二、马识途 《党校笔记》《没有硝烟的战线》作品研讨会

　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作家协会召开纪念 “讲话”７０周年学术
研讨会

　四、《当代文坛》创刊３０周年纪念座谈会在蓉召开

　五、长篇小说 《混血儿》研讨会在蓉举行

　六、《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李一清长篇小
说 《木铎》研讨会

　七、“审美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地方社科院文学所
长联席会”在成都召开

　八、“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暨新作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九、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１２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召开 “抗战文化研究重大工程启动暨第一批著作撰
写工作座谈会”

　十一、袁基亮 《小说批评备忘录》

　十二、袁基亮、孙建军主编 《新世纪十年四川文学评论精选》

美术、书法、摄影　
概　述
一、主要展览

　 （一）个展

　 （二）联展

　 （三）外展

　 （四）庆祝纪念展
二、主要事件

　 （一）行业活动

　 （二）地区活动
三、学术研究

　 （一）讲座及研讨会

　 （二）图书

　 （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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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事记

音　乐　
概　述

　 （一）围绕年度中心工作任务，积极弘扬主旋律，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及音
乐创作

　 （二）加强音乐队伍建设和基层力量，培养青少年人才成长，扶植优秀音
乐人才，打造地方精品工程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向综合性、公众化和公益
化迈进

一、主要活动

　 （一）演出活动

　 （二）学术交流

　 （三）音乐创作及其他
二、获奖情况

　 （一）国际及国际区域级

　 （二）国家及国家区域级

　 （三）部、省及省区域级
三、学术著作

　 （一）图书

　 （二）博士、硕士论文

　 （三）期刊论文
四、大事记

舞台艺术　
概　述

　 （一）２０１２年，“乡乡有演出，村村有活动，人人都参与

　 （二）“振兴川剧”３０年，川剧艺术事业迎来春天

　 （三）各演艺团体转制后活力彰显

　 （四）四川话剧进入现实题材与先锋 “实验”并存的时代

　 （五）“草台班子”走向大舞台挤进市场
一、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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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型歌舞诗 《天府吉祥》

　 （二）青春版川剧 《绣襦记》

　 （三）川剧 《夕照祁山》

　 （四）话剧 《第２９颗树》

　 （五）大型曲艺剧 《蜀都风华》

　 （六）大型巴蜀舞乐歌 《大美四川》

　 （七）中欧合作神话川剧 《镜花缘》

　 （八）现代川剧 《槐花几时开》

二、主要活动

　 （一）成都推进川剧艺术进校园

　 （二）“原创川剧动画 《秋江》看片暨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三）四川省川剧院与四川艺术研究院合作开展川剧项目保护传承展演活
动签字仪式

　 （四）复排川剧 《绣襦记》召开主创会

　 （五）四川省廉政文化建设推进会川剧 《巴山秀才》专场演出

　 （六）《巴蜀风韵》展现川音川韵

　 （七）复排川剧 《绣襦记》成都首演

　 （八）《绣襦记》走进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九）《绣襦记》剧组赴釜山参加第九届釜山国际艺术节

　 （十）张家港成都艺术剧院来四川省川剧院参观学习

　 （十一）“非遗节”演出准备

　 （十二）日本艺术家来四川省川剧院交流

　 （十三）中欧合作川剧 《镜花缘》中国首演

　 （十四）纪念振兴川剧３０周年　７－９月低票价精品川剧轮番上演

　 （十五）《绣襦记》亮相康定 “川剧藏区巡演”甘孜州成功首演

　 （十六）川剧保护系列活动亮相 “文化遗传日”

　 （十七）四川省川剧院亮相深圳戏剧星期六

　 （十八）四川省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在金堂盛大举行

　 （十九）魏明伦文学馆落户安仁博物馆小镇

　 （二十）纪念振兴川剧３０周年座谈会召开

　 （二十一）川剧动漫 《请医》四川新闻网首播

　 （二十二）川剧公司打造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

　 （二十三）“二度梅”陈智林主演 《卧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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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川剧 《易胆大》在蓉展演

　 （二十五）《易胆大》进京展演献礼十八大

　 （二十六）大型现代川剧 《文建明》亮相锦城艺术宫

　 （二十七）庆祝党十八大胜利召开川剧名家举行名段品牌展演
三、获奖作品

　 （一）大型歌舞诗 《天府吉祥》摘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最高奖
表演金奖等１８个奖项，斩获会演所设１０类奖项中的９类，创下四
川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史上的新纪录

　 （二）四川省曲艺团马街书会获奖

　 （三）四川扬琴夺得第七届中国曲艺 “牡丹奖”

　 （四）四川３台剧目入选２０１２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四、学术著作

　 （一）论文

　 （二）著作
五、重要文献

　 （一）《川剧经典折子戏》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出版

　 （二）《川剧传统剧目集成》第二批出版
六、大事记

电影　电视　
概　述

　 （一）影视动漫节争奇斗艳　形式创新

　 （二）本土电影电视剧发挥特色优势彰显巴蜀文化特性
一、主要作品情况

　 （一）电影作品简介与评述

　 （二）电视剧作品简介与评述

　 （三）学术论文简介
二、重要影视文艺作品获奖情况

　 （一）第七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

　 （二）第五届中国·雅安国际熊猫·动物与自然电影周

　 （三）四川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四）四川省第２６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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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获奖情况
三、四川各地市州影视创作简介

　绵阳

　南充

　雅安

　宜宾

　阿坝州

　郫县

　巴中

　达州

　广元

　甘孜州
四、影视活动大事记

对外文化交流　
概　述

　 （一）创新模式拓展交流空间和深度

　 （二）主动出击拓展国际文化视线

　 （三）阵地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思想对话、交锋和交融更加深入、频繁

　 （五）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稳步转变
一、重大项目
二、主要活动

　 （一）文化节庆

　 （二）考察访问

　 （三）演出

　 （四）展会

　 （五）学术研讨

　 （六）文学出版

　 （七）比赛

　 （八）影视动漫游戏

　 （九）其他
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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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事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　述

　 （一）重点布局，生产性保护工作成绩喜人

　 （二）科学宣传，保护传承观念深入人心

　 （三）创新方式，非遗保护传承有新招
一、主要活动

　 （一）保护行动

　 （二）民俗节庆

　 （三）表演比赛

　 （四）其他
二、图书和论文

　 （一）图书

　 （二）论文
三、获奖情况
四、重要文献

　 （一）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四川代表人名单
（共９人）

　 （二）《四川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１０８
名）

　 （三）《关于印发 〈２０１２年成都市促进川剧发展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成宣发 〔２０１２〕７号）

五、大事记

精神文明建设　
概　论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二）以制度促进全省精神文明工作的开展

　 （三）营造环境、关心健康，强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四）大力发展志愿者服务，推进志愿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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