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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杨占平

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彦辈出，人杰地灵。

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罗贯中等杰出的文学家，以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小说，为

山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山西文学不断地继承传统，续唱新篇。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山西的文学

事业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到八十年代

的“晋军崛起”，再到以张平长篇小说《抉择》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为标志的第三次高潮，成为山西人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全

国文坛确立了重要的地位。 我们广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将山西文学的发

展脉络，记录下来，载之史册。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正得失”，通过这种记录过

程，还应当总结出山西文学的成功经验和可以避免的教训，更好地推动山西文学

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及时地对山西文学创作情况

进行梳理和总结，将文学精品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将文学活动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以免被时间的尘埃所湮没，这是作为作家协会组织的重要职责，于是山西文学年

度报告应运而生，它是我们记录和总结工作的一部分，是众多节点当中的一个。

2011年度山西文学报告， 是省作协创研部与各文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努力的

成果。 2011年 7月，创研部着手收集资料，2011年底，各委员会指定专人对资料

进行汇总并写出文章。 2012年初，他们又对文章作了细致的修改。 现在呈现在读

者面前的是一份资料比较翔实、评析相对中肯的年度报告。 经过大家一年的扎实

工作，为 2011年的山西文学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年度档案。这项工作对山西文学发

展的重要性，今天看来或许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

时我们再回头看，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因为保存下来的是第一手的

珍贵资料。

总而言之，山西文学年度报告的编撰，是一项“劳在当下、遗福后世”的重要工

作，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 省作协党组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并决定将它延续



下去，作为一项常规业务活动。 希望省作协创研部和各文学专业委员会，一如既往

地重视这项工作，使之形成一种传统，在操作上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逐步得到文

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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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璀璨
———2011年山西文学概述

李金山

2011年， 山西文学亮点多多，让

我们一同来回顾， 历数那些重要的事

件和作品。

主题活动丰富多彩

2011 年是建党 90 周年和辛亥革

命 100周年，为了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缅怀党的丰功伟绩，弘扬主旋律，打好

主动仗， 省作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

题纪念活动。一是重走红色之路。为了

使作家深入了解革命老区的红色历

史， 以及老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新成就， 省作协组织部分老中青作家

开展“沿太行山革命老区·红色之旅采

风活动”，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

太行山 6市 16县，亲身体会了革命老

区的历史文化和辉煌成就， 作家们掌

握了大量的鲜活素材， 创作出了许多

优秀作品，除在《黄河》、《山西文学》发

表外，还将结集成书。二是开展主题征

文。在《山西文学》和《黄河》推出了“纪

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主题征文

活动，刊发数十篇优秀稿件，有力宣传

了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的时代主旋

律。同时在《山西文学》进行了“红色山

西、红色文学”巡礼活动，集中宣传介

绍了我省八位成绩卓著的人民作家。

三是重温入党誓词。 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党旗下宣誓，重

温入党誓词， 增强了党员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四是编辑纪念专刊。为了纪念

辛亥革命 100周年， 山西文学院组织

专家学者编辑了 5卷 180万字的《辛

亥革命百年山西散文》一书，目前书稿

已编辑完毕，正准备付印。

人才培养形式多样

人才是文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文

学繁荣必须有人才群体作为支撑。 省

作协的目标是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结

构合理、 规模宏大的高素质文学人才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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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组织文

学培训和研修活动。 省作协采取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专家学者与作家

评论家互动的方式， 不断提升作家的

修养和水平。 针对我省文学理论与批

评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8 月 22 日，

省作协创研部与山西女作家协会、省

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联合， 在太原联合举办了山西

女性青年作家、 批评家对话会；9月 1

日至 9月 3日， 省作协创研部又举办

了山西首届中青年评论家高级研讨

班。目前，此次高级研讨班的学员文论

集《山西文学批评新实力》已经出版，

集中展示了山西文学批评的新实力、

新队伍。 10月 10 日到 12 日，省作协

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在杏花村汾酒集

团， 举办了晋军新锐作家创作暨山西

文学态势研讨会。此外，省作协文学评

论专业委员会还组织了山西省评论界

的现状与发展沙龙。通过以上活动，有

效引导和促进了我省文学批评与创作

的健康发展， 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文

学批评人才。 为了提高我省诗人的创

作水平，扩大我省诗歌对外的影响，省

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于 10月 27日至

30日，在忻州顿村举办了山西诗歌高

级研讨班，全省近 20名诗人参加了培

训学习和研讨座谈。 为了发挥我省散

文创作优势，进一步推进散文创作，省

作协散文专业委员会于 12 月 9 日至

11 日， 在太原举办了 2011 年散文年

会，就当代散文和新历史写作，作了研

讨与交流。 为了展示我省报告文学工

作实绩， 省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

精心编辑出版了内刊《山西报告文

学》。为了全面提高我省青年作家的创

作水平， 山西文学院于 12 月 5 日开

始， 在太原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全省高

级作家研修班，60余名骨干作家参加

了学习，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此外，

省作协还推荐杨遥、 白琳和孙频到鲁

迅文学院学习， 推荐王春林担任中国

作协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推荐我

省 9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 使我省青

年作家和评论家在开阔视野、 提升自

我的同时，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

二是加强扶持管理， 确保签约作

家创作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为了更好

地培养扶持签约作家， 文学院定期不

定期地和签约作家联系沟通， 并多次

组织了笔会、座谈会、改稿会、汇报会。

第二届签约作家经过两年的认真培养

扶持，创作、出版、发表了大量作品，较

好完成了签约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两

年来签约作家共创作、出版长篇小说、

长篇报告文学 7 部（刘慈欣《三体》三

部曲、李来兵《亲亲姑娘》、李燕蓉《天

堂口》、手指《美国，美国》、李国莉《太

阳总是新的》），出版小说集、散文集、

诗歌集 6部（杨遥《二弟的碉堡》、闫文

盛《失踪者的旅行》、唐晋《侏儒记》、金

汝平《骚动的黑》、刘慈欣《时光尽头》、

《微纪元》）， 在《人民文学》、《中国作

2
2



2011年度山西文学报告

家》、《小说选刊》、《当代》、《十月》等全

国各级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 显示了

我省青年作家创作的强劲势头。杨遥、

阎文盛、李燕蓉、张乐朋、刘慈欣 5 人

荣获赵树理文学奖，张乐朋荣获《中国

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杨遥荣获

第九届《十月》文学奖。

三是巩固文学阵地， 不断培养和

推介文学新人。 文学期刊是培养文学

新人的重要阵地， 省作家协会高度重

视文学阵地建设。《山西文学》和《黄

河》坚守品位、保证质量，在大力培养

文学新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两家刊

物全年刊发的作品中，70％以上是青

年作家和新锐作者的作品。其中手指、

小岸、任美福等作者的七篇作品被《小

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散文选刊》等转载、推介，在社会上获

得较大反响。 与此同时，为了多方位、

多层面地推出新作新人，《山西文学》

推出了“实力南太行”专号，并两次与

晋城市文联合作，举办了改稿会，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因工作突出，该刊副主

编陈克海荣获《小说月报》 优秀编辑

奖、孔令剑荣获《小说选刊》小小说优

秀编辑奖。《黄河》通过改进版式设计，

提高编排品位，突出品牌栏目，严把稿

件质量关， 较大地提升了杂志的品味

与质量。 与此同时，省作协加大力度，

精心办好《晋》和《山西作家通讯》，把

它们作为培养人才、 加强交流的重要

阵地。《晋》紫卷仍然坚持高起点、高品

位的办刊方针， 重点对第二届签约作

家进行推介、 宣传。 目前已经完成组

稿、编辑工作，已经付印。《山西作家通

讯》 作为省作协会员人手一册的交流

刊物，资料性和学术性都很强，今年已

经编辑出版了 4期。《开心世界》作为

定位市场的一份杂志， 下半年按照相

关规定，编辑出版了 6期刊物。

四是坚持公平公正， 做好文学评

奖工作。文学评奖是引导创作、推出精

品的重要手段。今年 4月，省作协组织

召开了省作协五届十次主席团会和五

届八次全委会， 全面贯彻省委宣传工

作会议和中国作协七届六次全委会精

神， 为地市文联及行业协会文联颁发

了“文学创作成绩奖”和“文学组织工

作奖”， 并颁发了 2007—2009年度赵

树理文学奖。 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

骏虎，颁发了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和

山西青年五四奖章。

对外交流活跃

省作协积极拓展对外文学交流的

对象、领域和途径，努力让外界更多了

解山西文学发展现状。 组织作家与台

湾东华大学“赵树理文学之旅”师生代

表团、 新加坡作家代表团进行座谈交

流， 接待并陪同宁夏作家在我省采风

学习， 加强了我省作家和国内外作家

的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作家张锐

锋应邀赴四川、 随州等地进行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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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评论家段崇轩赴东莞参加了“第

三届荷花奖文学评奖”活动。诗人潞潞

应威尼斯国际大学东方系邀请， 在该

校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介绍了中国当代

诗歌的发展现状； 应俄罗斯文化中心

邀请， 赴京参加了“纪念普希金诞生

210周年”活动。 省作协还组织全省专

业作家、 签约作家及部分骨干作家到

云南进行访问、交流、学习，大家先后

和腾冲文联、丽江文联、云南出版社、

《大家》杂志及部分云南作家进行了交

流，在开阔作家视野的同时，增进了与

兄弟省市的友谊。

推出一批精品力作

2011 年，省作协认真组织各种创

作研讨会、改稿会、对话会、座谈会，不

遗余力对我省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推

介，推出一批精品力作。

一是积极组织作家深入基层体验

生活。 精品源于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

累和深刻认识。为了开阔作家视野，丰

富作家生活，组织作家赴新绛、柳林、

宁武、大同、隰县、古县和潞安集团、五

阳煤矿、太原市西山煤矿、太原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太原市尖草坪区公安局、

驻晋某部、 晋中后沟民俗文化村等地

采风体验生活， 使作家深入地了解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

全面掌握了大量工矿、企业、部队、农

村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努力加强重点作品的研讨与

推介活动。 3月 3日，在太原组织召开

了《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出版座

谈会， 使我省中青年作家第一次集中

亮相并取得较大影响。 该书获得 2011

年山西十种好书殊荣。 10 月 10 日到

12日，在山西汾阳杏花村举办了晋军

新锐作家创作暨山西文学态势研讨

会，通过评论家和作家的互动交流，进

一步理清了我省目前的文学创作态势

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组织召开了老作

家《张不代诗全集》研讨会、张石山电视

剧本《晋文公》研讨会，中年作家赵瑜长

篇报告文学《篮球的秘密》研讨会、张雅

茜长篇小说《此生只为你》研讨会、王哲

士长篇小说《大晋商》研讨会，青年作家

杨遥、小岸、刘慈欣小说作品研讨会，扩

大了作家及作品的影响。组织召开了宁

武笔会、柳林笔会，确定《山西长篇小说

史纲》提纲和编辑《新世纪文学十年纵

横谈》， 将对新世纪十年来我省文学创

作的整体情况作出纵览与综述。 同时，

省作协创研部组织召开了中国赵树理

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编辑

出版了 4期《中国赵树理研究》，编辑出

版了 2期《新批评文丛》和该刊合订本，

《胡正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也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此外，推荐陈亚珍、王宝国

入选中国作协“重大题材文学作品扶持

项目”， 推荐李骏虎入选中国作协组织

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活动。

三是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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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给作家创造各种条件，提供服务，使

一批精品力作脱颖而出。

在职专业作家创作情况方面，张

锐锋，散文《记忆的丘陵》刊《花城》第

3期，《“黑暗中的笑声”》和《张锐锋访

谈录》刊《青海湖》第 3 期。 散文新著

《南极上的昆仑》， 即将由陕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麦天枢，正在创作十集大型

文化电视纪录片《炎黄脉》。 段崇轩，

2011年在《文艺报》、《小说评论》、《当

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大众

化文学道路上的艰难跋涉》、《坚持精

英品格， 发挥文体优势》、《现代版的

“鹊桥会”》、《老照片中的赵树理》、

《〈边缘的求索〉创作谈》、《关注老龄化

社会的先行之作》、《全媒体时代的固

守与求索》、《抒情文化小说的传承与

再造》、《历史与小说的互证》、《无望的

突围》等。赵瑜，长篇报告文学《篮球的

秘密》刊《中国作家》2011 年第 4 期，

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长篇

报告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获第四届

“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六届“国家图书

馆文津图书奖”；与鲁顺民、李骏虎、黄

风、 玄武合著的《王家岭的诉说》，获

2011“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张卫平，

写作完成长篇小说《绝唱》，即将由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在创作三十

集电视连续剧《大宗师》；长篇小说《萨

都剌》， 即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

版； 与王国伟合作的五十集电视连续

剧《忽必烈》正在创作中。

签约作家当中， 手指，2011 年创

作完成三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

其中中篇小说《表哥很快乐》刊《山西

文学》第 8期，短篇小说《遍地忧伤》刊

《山西文学》第 5期。 刘慈欣，2011 年

获赵树理文学奖、华语科幻星云奖·最

佳长篇奖、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作家

奖、中文幻想星空奖·最佳长篇奖、《当

代》2011年度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三

名。短篇科幻小说《带上她的眼睛》，被

收入初中一年级语文教材； 短篇科幻

小说《乡村教师》，将被改编为同名电

影。 闫文盛，2011年勤奋创作，锐意创

新，创作、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三十五

部篇首；在《文学界》、《广州文艺》、《山

西文学》、《西湖》推出四期“闫文盛作

品专辑”，获得较好反响；散文集《失踪

者的旅行》入选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0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乐朋，

短篇小说《涮锅》刊《中国作家》2011

年第 5期，中篇小说《汽油真香》刊《莽

原》2011年第 3期，评论《雷霆的后田

园诗》刊《五台山》2011 年第 1 期。 李

来兵，创作完成签约作品长篇小说《亲

亲姑娘》，在《山西文学》第 7期发表中

篇小说一部。李国丽，创作完成长篇散

文《白色篱笆》，发表散文《山水的姿

态》、《诗意地栖居者》； 目前正在创作

长篇报告文学《太阳总是新的》。 李燕

蓉，小说《烈酒煮鸡汤》刊《黄河》2011

年第 1期， 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天堂

口》。 杨凤喜，中篇小说《为父亲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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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佛山文艺》2011年第 1期，短篇小

说《你们叫我梁有才好不好》刊《鸭绿

江》2011年第 1期，短篇小说《老庞的

老婆》刊《福建文学》2011 年 2 期，短

篇小说《你的乳汁，我的孩子》刊《作

品》2011 年第 3 期。 杨遥，2011 年在

《芙蓉》、《红豆》等文学刊物，发表短篇

小说《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古调与

裂变》， 中篇小说《为什么不把她做成

琥珀》等；短篇小说《硬起来的刀子》获

第九届《十月》文学奖。 金汝平，在《红

豆》、《现代青年》、《黄河诗报》、《天津

诗人》等刊物发表二十余首诗歌；创作

完成长篇散文诗《存在之罪》、《碎玻

璃》。唐晋，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长安》，

目前进展顺利。

上世纪 80年代的“晋军崛起”作

家，目前已陆续离退休，老骥伏枥，壮

心不已， 他们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创作

势头；同时期稍早或稍晚，还有一批作

家、评论家，同样是笔耕不辍，2011 年

他们的创作成果丰硕。 田东照， 完成

《葫芦沟传奇》系列小说中的 10余篇，

约 13万字。 毕星星，2011 年，散文及

纪实文学方面均有涉猎，在《南方都市

报》杂文专栏发表文章十篇，在《杂文

月刊》、《杂文选刊》 发表杂文多篇，在

《山西文学》、《黄河》、《随笔》、《同舟共

进》、《名作欣赏》 发表散文各一篇，散

文随笔集《坚锐的往事》由上海东方出

版中心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蓝火苗红

火苗》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再版。 张石

山，2011年，散文集《爱河之源》、随笔

集《叙述的乐趣》、民俗文化集《人间耳

语经》，均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专著《论

语片解》分别在《黄河》、《名作欣赏》连

载，长篇《背后的地平线》由《黄河》、

《山西文学》选载。 陈为人，2011 年学

术研究成果颇多，《搭错“搭子”的一张

牌———重新解读赵树理》 由广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马烽“无刺”———回眸中

国文坛的一个视角》 由金城出版社出

版；在《社会科学论坛》开设专栏，发表

“走马黄河”文章十二篇；《儒雅异化为

犬儒的轨迹———荀子思想再认识》刊

《随笔》2011 年第 5 期；《斯大林在弥

留之际》刊《人物》10 期，《新华日报》

2011年 11月上半月号全文转载；《赫

鲁晓夫的逼宫与被逼宫》 刊《同舟共

进》5期，《新华日报》2011年 5月下半

月号全文转载； 另在《新文学史料》、

《书屋》、《南方都市报》 等发表文章数

十篇。 周宗奇，《真迹》刊《名作欣赏》、

《黄河》，《胡正恩师祭》刊《山西文学》，

另有散文五十四篇， 散见于《黄河》、

《山西文学》等。 柯云路，2011 年在儿

童教育领域著述颇多，《中国孩子成功

法》、《天才少年的十二把金钥匙》、《今

天我们怎样做父母》 均由春风文艺出

版社出版，《不焦虑———焦虑的年代不

焦虑的智慧》、《好父母教出好成绩》由

华夏出版社出版，《工作禅二十四式》

由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董大中，2011

年，专著《文化圈层论》在台湾出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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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书评、评论约四十篇，计十多万字。

蔡润田，2011年完成长篇书稿《纵横

且说宋之问》。

其他重点作家的创作情况。 省直

及各市重点作家中，王祥夫，短篇小说

《开会》刊《朔风》2011 年第 2 期、《小

说月报》2011年第 1期，《雨夜》刊《芒

种》2011 年第 1 期、《小说选刊》2011

年第 2期、《中华文学选刊》2011 年第

3 期，《猪王》刊《小说月报原创》2011

年第 2 期，《澡堂就不是游泳的地方》

刊《文学界》2011年第 1期，《办喜》刊

《当代》2011 年第 4 期，《真是心乱如

麻》刊《上海文学》2011年第 5期。 吕

新，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九

届《十月》文学奖。 杨占平，2011 年，

《战士品格作家李束为》、《冈夫的生平

与创作》 由三晋出版社出版，《评赵瑜

报告文学———火车头震荡》刊《人民日

报》，《评电视剧 < 矿山人家 >》刊《文

艺报》。 吕梁文化丛书之《且说武则

天》，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往届签约

作家当中， 玄武，2011 年， 三十万字

《关云长·遗失的血性》 由广西师大出

版社出版。 李骏虎，短篇小说《割草的

男孩》刊《芒种》2011 年第二期，短篇

小说《还乡》刊《红岩》2011年第 2期，

评论《辜负时代的“缚龙术”》刊 2011

年 12月 29日《文学报》。 2011年获山

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五四”

青年奖章。 葛水平，2011年，中篇小说

《喊山》 单行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长篇小说《裸地》由中国作家出版

社出版。 中篇小说《荣荣》获“《北京文

学》奖”；长篇小说《裸地》获首届“《中

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 其他重点青

年作家当中，小岸，中篇小说《流水人

生》刊《黄河》2011 年第 1 期；中篇小

说《温城之恋》刊《朔方》2011 年第 2

期，《小说选刊》第 4期转载；短篇小说

《我要向前飞》刊《都市》第 4 期；中篇

小说《梦里见洛神》刊《山西文学》第 5

期；短篇小说《长久做梦》刊《佛山文

艺》第 8期（上）；短篇小说《唐娜姨妈》

刊《阳光》第 9 期，《中华文学选刊》第

11 期转载；中篇小说《车祸》刊《山西

文学》第 9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

报》第 11 期转载。 中篇小说《半个夏

天》获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王

小枪，2011年，长篇小说《密使》（与张

成功合著）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中篇小

说《每一只蚂蚁皮肤都是黑色的》刊北

京燕山出版社《无独有偶》杂志。 完成

电视剧文学剧本《密使》，该剧已拍摄

完毕，预计 2012年 3月将在浙江卫视

播出。 王文海，2011年第 4期《中国诗

歌》头条推出《故道书》组诗三十一首、

随笔一篇；2011年第 4期《飞天》刊出

《苍茫是一个人的事》 组诗七首；2011

年 8月《延安文学》双月刊刊出边地暮

色组诗七首；2011 年第 10 期《青年文

学》中旬刊刊出王文海作品专辑；2011

年 11 月《诗刊》上半月刊“大阅读”刊

出边地书组诗十一首、随笔一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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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2 期《人民文学》刊出王文海的

诗。 2011年，获第六届全国“乌金文学

奖”、全国煤炭系统“首届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2009—2010 双年度“阳光

文学奖”散文奖、《人民文学》善卷故里

杯全国征文优秀奖、 铜铃山杯全国诗

歌征文三等奖、 第三届巫山红叶杯全

国诗文大赛三等奖。王国伟，电影剧本

《浴血雁门关》（与张卫平合作）刊《五

台山》2011年第 1期、 第 2 期， 电影

《浴血雁门关》拍摄制作完成，并于 11

月 18 日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黄金

时段首播；诗歌《天空》刊《黄河》2011

年第 5 期，诗歌《中秋月》刊《五台山》

2011年 9—10合刊诗歌专号。 古体散

文《雁门关赋》获“雁门杯”全国征文

奖。王保忠，长篇小说《甘家洼风景》由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出版；

在《北京文学》、《时代文学》、《青年作

家》、《芙蓉》、《山西文学》、《黄河》、《山

东文学》 发表中短篇小说《狗东西》、

《空城计》等共 18篇，其中中篇小说两

部，短篇小说《赌注》被《小说月报》转

载；在《文艺报》作品版、《光明日报》作

品版， 发表非虚构作品《立春》、《远

村》、《老村》等 3篇。 2011年，获《小说

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孙频，《罂粟的

咒》 刊《十月》2011年第 1期；《玻璃

唇》刊《十月》2011年第 1期，《中篇小

说选刊》2011 年第 3 期选载；《铅笔

债》刊《文艺风赏》2011年第 1期，《北

京文学·小说月报》第 2期选载；《碛口

渡》刊《上海文学》2011年第 1期，《北

京文学·小说月报》第 3期选载；《鹊桥

渡》刊《山西文学》2011年第 5期；《西

江月》刊《作品》2011年第 8期；《半面

妆》 刊《山花》2011年第 8期；《醉长

安》刊《钟山》2011年第 6期，《小说月

报》2012 年第 1 期选载；《琴瑟无端》

刊《江南》2011年第 5期；《车中父亲》

刊《大家》2011 年第 6 期。 李金山，

2011 年完成二十万字长篇历史散文

《禹都沧桑》，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陈克海，中篇小说《良家女子》刊《黄

河》2011年第 3期； 中篇小说《小冤

家》刊《广西文学》2011 年第 4 期；短

篇小说《叙旧》刊《福建文学》2011 年

第 7 期；短篇小说《结婚》刊《漳河文

学》2011 年第 9 期；中篇小说《拼居》

刊《民族文学》2011 年第 10 期。 弱水

（陈彬），2011年，散文随笔集《如果你

叩我的门》由海南出版社出版。《随笔

两则———１、走向权力之路；２、父亲

的信》刊《黄河》2011 年第 4 期；组诗

《南方流水》刊《黄河》2011年第 6期；

随笔《一场浩大忧伤的雪》刊《山西文

学》2011年第 8期；诗歌《雪的若干种

读法》刊《山西文学》2011年第 10 期；

散文《云想衣裳花想容》刊《都市》2011

年第 6期；散文《最后的玫瑰》刊 2011

年 11 月 18 日《太原晚报》；散文《阿

刚》刊 2011年 12月 2日《太原晚报》；

散文《真的需要那双手吗》刊 2011 年

12月 9日《太原晚报》；组诗《读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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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文学》2011 年第 4 期；诗歌《裙

子》等 5 首刊《漳河文学》2011 年第 6

期。曹向荣，中篇小说《夏夏的爱情》内

容概要刊《小说选刊》2011 年第 1 期

“佳作搜索”；短篇小说《有客来兮》刊

《山西文学》2011年第 5期；短篇小说

《春雨夜》 刊《青岛文学》2011年第 8

期；短篇小说《琴音》刊《牡丹》2011年

第 11期。 黄风，十三万字长篇纪实文

学《夕阳下的歌手》刊《黄河》2011 年

第 6期。 鲁顺民，2011年，长篇报告文

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由机械工业出

版社出版。

综观我省重点作家 2011 年的创

作情况，可以说整体态势很好，名家竞

相推出新作，人才成长显现良好迹象，

多种题材百花齐放， 新人新作不断涌

现，内涵式发展成为主调，生动反映了

我省文学创作繁荣的景象。

文学作品影视化、数字化

优秀的文学原创作品一直以来为

影视、 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母

本， 而其他艺术的传播力也扩大了文

学的影响。省作协大力挖掘文学潜能，

鼓励文学作品向其他艺术形式转化。

一是抓好影视文学创作。有计划、

有重点组织创作了《徐向前》、《晋文

公》 等影视剧本 11 部 114 集，《徐向

前》已审查通过。精心组织实施数字电

影工程， 集中创作了《浴血雁门关》、

《尉迟恭》等一大批内容丰富、水准较

高的电影文学剧本。 精心修改电视连

续剧《西口情歌》，使成片质量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高。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

市场形势下， 我省 28 集电视连续剧

《矿山人家》、电影《浴血雁门关》两度

登陆中央电视台。《浴血雁门关》在电

影频道播出当周收视率超过大片《开

国大典》和《唐山大地震》，并且连续几

周在国家广电总局农村院线网络点击

率位居第一。《尉迟恭》获得审查通过

并在朔州市平鲁区隆重举办了首映仪

式。 一批电影、电视剧正在加紧发行。

电视连续剧《大追捕》荣获第八届山西

法制好新闻影视剧类一等奖。 省作协

影视部荣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 2011

年度文化强省先进集体奖。 影视部主

任赵建平荣获了“第七届全国德艺双

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二是抓好数字出版推广。 联合山

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在作家中开

展了数字出版合作， 目前已有十几名

作家与该社签订了合同， 推动了我省

作家作品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网络的传

播。

2011 年是山西文学史上关键的

一年，文学活动丰富多彩，文学人才不

断涌现，精品力作迭出不穷，这一年的

璀璨将烙入我们的记忆， 为山西文学

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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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反映当下社会转型进程的

角度来观照 2011 年山西的长篇小说

创作，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重要

脉络：历史———现实———人性。

纵观这一年里山西作者的长篇创

作， 无论是作品中重大的事件， 还是

平凡的人物， 或者是瞬间庸常的生活

片段， 都折射着历史的回声、 时代的

侧影， 这些熟悉的画面提醒读者，我

们书写的， 是属于自己的时代。 处身

社会， 作家首先是一个被影响者，是

一个普通人， 无论大社会还是小生

活， 作家都是一个感受者， 这种切肤

的体会， 不仅给作家带来创作的灵感

和源泉， 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作家

本人， 影响他们的表达。 但同时他们

又是一群思考者， 用文字忠实地记录

着时代的变化， 书写个体对社会生活

变化的认知和解读。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2011年山

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一个梳理， 展示

成绩，总结出现的新思想、新气象，提

出作品中还存在的一些局限之处。

一、在创作思想上，山西的长篇小

说作品坚持现实主义传承，大胆探索新

思路；老中青三代作家佳作不断，尤其

在长篇科幻小说领域出现了领军人物

2011 年，确切地说，是 2011 年及

之前数年里， 山西长篇小说创作总体

上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是成名已久的作家创作热情不

减，比如成一、李锐、蒋韵、吕新、张雅

茜等，都有新作，他们在题材扩展、主

题深化、手法创新等方面，都有令人赞

赏之处，体现出实力派作家的功力。 青

年作家实力渐现，或者说朝气显露，诸

如葛水平、李骏虎、刘慈欣、李燕蓉、孙

频、小岸、韩思中、王保忠、李来兵、手

指、闫文盛、李心丽等，都已经有长篇

小说在写作和出版中。 这批作家虽然

比较年轻，但思考问题、写作方向渐趋

现实主义风格的传承与创新
———2011年山西长篇小说年度报告

潘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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