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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篇 文化艺术 .. _.. • 2393 • 

扬州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艺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 改革开放春风焕发扬州文化艺术发

展的生机 。 1 9 88~ 2005 年，扬州各项文化艺术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

文学创作日趋活跃，逐步繁荣，文学新秀不断涌现，在"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他

们联系社会实际，根植现实生活，不断推出反映新时代的佳作，在各级各类文学作品许奖中屡屡获奖 。

戏剧、曲艺、音乐歌舞、绘画摄影等艺术在继承创新中发展繁荣 。 扬}ðIJ 面对戏剧市场受到各种冲击的严

峻挑战.抓住机遇，推陈出新 . 相继格出 《血冤 )>(( 皮九辣子 >>(( 布妓 ))(( 史可法 》等一批新剧目，先后获得省和

全国大桨，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 2004 年 4 月.市扬剧团演员李政成获得第 2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

扬州木偶剧坚持剧目、表演技巧创新，新创作课本剧、童话剧、古装刷、现代剧、人偶刷、卡通剧、哑刷、谐

剧以及木偶舞蹈节目和木偶特技、杂技等各种剧(节)目近 60 个 。 其中，大型神话剧《琼花仙子 》先后获

省优秀剧目奖和全国新剧目"文华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 该剧 1995~ 2005 年连续公演近

2000 场、观众 100 多万人次 。 市木偶剧团在国内演出保持长盛不衰，对外交流取得突破，先后出访日

本、美国、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扬州曲艺创作推出一批新书(曲)目，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曲艺大奖，扬州弹词演员李仁珍、扬州坪话演员惠兆龙先后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 音乐、舞蹈艺术产生

一大批题材广泛、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并在全省、全国比赛中获奖 。 古筝普及在全国首屈一指，被

文化部授予"古筝艺术之乡"称号 。 扬州|绘画艺术、书印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种书画、篆刻展

览不断举办，佳作迭出，众多作品在省和全国展览中获奖 。 扬州老中青国画家继承"扬州八怪"的创新传

统，博采中外之长，形成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多人多幅作品入选全国第七届、第八届美术作品展;李亚

如、王板哉、吴砚耕、李竹部、徐中、顾杨等人的国画作品先后为中南海珍藏，杨麟、鞠伏强等人作品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 。

群众文化事业快速发展，文化设施建设大幅提升 。 至 2 005 年，全市有市、县 ( 市、区)公共图书馆

7 家，面积 3 . 27 万平方米，藏书 1 8 7. 42 万册 . 其中国家一级图书馆 2 家、二级 2 家，另有高等院校图

书馆 6 家;市、县 ( 市、区 ) 文化馆 8 家;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得到新建或翻建，其面积达到或超过国家

规定的标准;市图书馆馆藏《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藏书 7 3 部 。 全市有市、县 ( 市、区 ) 档案馆 8 家，其中

省一级档案馆 3 家、二级 5 家，另有国家一级城建档案馆 1 家、国家一级和二级企业档案馆各 1 家、

高校档案馆 1 家;实现档案管理计算机化、档案资料数字化 。 全市在省内率先完成市、县(市、区)两

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出版工作，先后出版 55 部乡镇志、部门(专业)志、村志、企业志 i 第 二轮《 扬

州市志 》编修于 2005 年筹备 。 群众文化活动生机勃勃，群众文艺创作和演出绚丽多姿，全市每年平

均组织大中型演出近百台，宣传文化活动近千次，群众参与过 1 00 万人次;活动中涌现一批群众艺术

家，在省和全国各类艺术比赛中崭露头角，有一批优秀新作先后获得全国群众文艺的政府最高

奖 "群星奖" 。

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呈现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中等专业艺术教育、普通中小学艺术素质和

特色教育、在职培训和社会业余艺术教育培训等全方位、多层次的艺术教育新格局 。 文化艺术研究百花

齐放，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研究成采丰硕 。 文化市场繁荣，各种新兴的文化娱乐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

文化市场管理走向制度化、法治化，促进全市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孔展 。

随着文化市场多元发展，许多传统文艺受到冷落，市场萎缩，面临如何继承传统、改革命j 新继续发展

的新课题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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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学

第一节诗词

历代文人墨客在扬州留下千古不朽的经典诗词 。 作为诗词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的歌咏之城，孕育一

代又一代诗人 。 80 年代后期，扬州的诗歌创作出现复苏。一些诗词组织相继建立，创作活动日趋活跃，

诗词作品不时见诸报刊杂志，结集出版的诗集频频出现 。 90 年代，扬州诗词爱好者队伍进一步壮大，佳

作叠出，获奖作品日见其多 。 进入 21 世纪，扬州诗词文化进一步受到重视 。 2004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扬州视察，在参观瘦西湖风景区时指出 : "现在扬州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城乡面貌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描写、反映这些变化的当代名篇佳作还不多，人们熟悉传诵的还都是唐宋诗句 。

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跟上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当代诗句来 。"这给扬州诗词爱好者极大鼓舞，诗词

创作活动更加活跃，创作向多元化发展，创作成果更为丰富 。

一、诗词组织

80 年代初，扬州市及所属各县(市)的诗词组织先后成立。 1981 年 7 月，成立绿杨诗社，首任社长李

亚如 。 诗社以古典诗词创作为宗旨，成员以老年作者为主，逐步培养辅导一批青年古典诗词爱好者 。

1986 年 4 月，高邮县政协孟城诗社成立 ;12 月，市诗词协会成立，首任会长蒋桂同;同年，江都县诗词协

会、刊江县诗词协会、仪征县诗词协会相继成立。 1988 年夏，宝应白田诗社成立;同年，扬州发电厂成立

全市第一家企业文学社电火花文学社 。 1990 年 4 月、 1992 年初，仪征市老干部诗词协会、宝应县诗词协

会先后成立 。 2004 年 2 月，绿杨诗社改为市诗词协会分支机构，更名为市诗词协会绿杨诗社工作委员

会，成员 120 多人 。 至 2005 年末，全市 7 个县(市、区)建立诗词协会(诗社 )7 个，诗词筹备小组 2 个，拥

有各级会员 1200 多人，其中中华诗词协会会员的人、省诗词协会会员 350 多人 。

二、创作活动

市、县(市、区)诗词组织每年举办诗词创作和采风活动 。 1988 年，电火花文学社举办中国水利电力

系统第一届诗歌大奖赛，共收到全国各地作品上万件，并编印诗歌专辑 。 1990 年 9 月，中国作家协会诗

刊社和仪征市文联联合在仪征举办"白沙诗会"，老诗人忆明珠(赵俊瑞〉到场指导 。 1990 年第 12 期 《诗

刊 》专辟《 白沙诗会》一栏发表诗会的作品，并配发萧梅的述评文章《 白沙挽月向诗开 》。 同年 12 月，绿杨

诗社举行建社 10 周年纪念活动，印发《绿杨吟草 》建社 10 周年纪念文集 。 1994 年 1 月，市文联、市妇

联、市诗词协会、何园联合举办"美丽诗园姊妹花"专题诗会， 40 多名女诗人即席创作并朗诵 30 多首诗

歌 。 同年，市委宣传部、市委工交政治部、市文化局举办"电火花"诗歌、散文、小说比赛，扬州发电厂华艺

的《女焊工》、扬州供电局毕小亭的《年轻的太阳 》分获诗歌一等奖 。 1997 年 6 月，市文联、市作协、绿杨

诗社、扬州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迎香港回归"诗歌笔会， 30 多名老中青诗人赋诗吟词 。《扬州文学 》编

发其中 20 多首诗作 。 同年，高邮市、刊江县运用戏曲等多种形式，配曲演唱诗词，高邮电视台还现场录

像，向高邮全市连续播放，使诗词吟唱会从小范围走向城乡广阔天地 ; 江都市诗词协会为庆祝香港回归，

出版专辑《 回归颂 )) ;高邮孟城诗社配合"邮文化节"进行诗词创作，有 30 人的作品为《古秦邮驿 》收录 。

1998 年 10~1l月，市诗词协会两次组织会员先后到江都邵伯船闸、许晓轩烈士故居及扬州| 灯泡厂、扬

州亚星客车集团采风 。 1999 年 5 月，绿杨诗社组织近 30 名会员赴泰州参观梅兰芳纪念馆、白马庙海军

纪念馆和光孝寺，创作诗词 60 多首 。 同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和喜迎澳门回归，各县(市)诗词

协会举行诗词吟唱会、座诙会 。 宝应县诗词协会组织水乡赏荷、万亩鱼场观光、泾洞镇采风、纵掉园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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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采风活动，创作诗词 300 多首，并编印成册;仪征市诗词协会组织 60 多人到重点水利工程参观采风，

创作 400 多首反映仪征解放 50 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诗词作品，选编成册;江都市诗词协会 3 次组织会

员近 200 人到集镇、工厂、花圃采风，现场创作诗词 213 首，编印专集 。 2001 年，各地诗词协会、诗社相

继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开展吟诵活动 。 同年，绿杨诗社举办秦少游逝

世 900 周年纪念活动，邀请扬州|大学人文学院秦子卿(秦少游后裔)教授作讲座 。 2002 年，各地诗词协

会、诗社为庆祝中共十六大召开，组织诗友深入基层采风，举办诗词吟唱会 。 同年，绿杨诗社开展纪念史

可法诞辰 400 周年活动，并编印纪念史可法诗词作品专辑 。 2003 年，各地诗词协会、诗社围绕抗击"非

典"、欢庆"神舟 5 号"发射成功，创作诗词作品，举办吟诗活动 。 2004 年 5 月，宁启铁路扬州段建成开

通，市诗词协会组织会员歌咏扬州人民百年梦圆 。 7 月，为迎接第 18 届全国荷花展在扬州举办，市文联

组织歌咏荷花专题诗文创作活动，并向全国扬州籍作家征稿 。 历时 5 个月， 3 5 7 名作者创作 1500 多篇

咏荷作品，从中精选 100 多篇作品，编辑出版线装书《扬州当代咏荷诗文选 )) 0 2005 年 1 月，市诗词协会

选编部分有关清正廉洁的诗词、格言、榄联，供书画家创作，并举办廉政诗书画作品展 。 5 月，在市委、市

政府举办的首次"市民日"活动中，市诗词协会组织部分诗友到荷花池公园进行诗词吟诵，庆祝润扬大桥

建成通车 。 同年，市诗词协会暨绿杨诗工委配合市文联、扬州晚报社举办"百年富春"诗文征集活动，评

选荣誉奖 18 人、佳作奖 8 人;市诗词协会还参与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大型礼品书 《诗画扬州 ))(风景名

胜卷)征诗活动， 18 首作品入选 。 2 003 年、 2005 年，市诗词协会与高邮孟城诗社两次联合举办"林杉杯"

诗词曲联大奖赛，共征集作品 1000 多首 。

三、发表与获奖作品

1991 年，在省委宣传部首次举办的市级报刊文学作品评奖活动中，庞然的诗歌《保卫家园 》获二等

奖 。 1998 年，省诗词协会编篡的《 当代江苏千家万首诗 》收录市诗词协会会员 298 人的 1400 多首诗 。

同年，童嘉通的散文诗《乞丐 )) (外一章)获《作家报》全国诗文大赛一等奖 。 1999 年，市诗词协会有 30 名

会员在全国各地主办的诗词大赛中获得 20 个奖项，其中 3 人获一等奖、 1 人获二等奖、8 人获三等奖、 6

人获优秀奖、6 人获佳作奖 。 在中华诗词协会组织的"世纪颂"诗词大赛中，江都市许树的《颂无名烈

士 》、高邮市陈春啸的《澳门回归喜赋》、扬州夏云璧的《好溪山 · 三留遗愿见冰心 》获佳作奖 。 2002 年，

青年作家庄晓明的诗歌《冬 》获全国"联合文艺奖全国文艺大赛"诗歌类作品二等奖;他的诗集《晚风 ))(( 踏

雪回家 》被艾青诗歌馆永久收藏 ;2005 年，他的诗集《形与影 》获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 。 2005

年， (( 江苏校园诗选》出版，收录扬州中小学生、少儿诗作 162 首，占全书的 15 % 。 其中，高邮市川青小学

学生韩建斌为纪念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所写的古风诗《听爷爷讲变化 )) ，被 《光明日报 · 文

芸副刊 》选用 。 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诗词联艺术大赛作品集《长征颂 )) ，收录扬州 44 人的作品 128 首 。

四、出版诗集

80 年代起，扬州汇编出版有关扬州的诗集和个人出版诗集日渐增多 。 市诗词协会、绿杨诗社成立

后，分别编印《扬州诗词 ))(( 绿杨吟集》内部年刊 。 1998~2005 年，还编有《扬州诗词 )) (季刊) 。 县(市、区)

诗词协会分别编有《部江诗词 》 、 《龙川吟草 )) (江都)、《孟城诗词 )) (高邮)、《 白田诗词 )) (宝应)、《 白沙红叶》

(仪征)等内部诗刊 。 1986 年 12 月，市外办黄经伟编注的《扬州现代诗钞 》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开辑

录编注出版现当代诗人吟诵扬州诗作的先例 。 1993 年，王伟康、周欣主编的《歌吹月亮城 》诗集和夏友

兰、陈天白、顾一平编校的《扬州竹枝词续集 ))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 1998 年末，由江泽民总书记题

写书名，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任总顾问，在扬州大学李坦等 3 名老师指导下，扬州老年大学主持编篡

的《扬州历代诗词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精装 4 册，辑录上自西汉、下至民国初年 2500 多名诗人

作者歌咏扬州的近 2 万首诗词，计 320 多万字 。 1999 年，市诗词协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汇集

1949 年后扬州诗词作品 600 多首，辑成《春风集 )) ，由广陵书社出版 。 2001 年，李保华编辑的旧体诗集

《扬州诗咏》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 年，市商贸局、市烹饪协会、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共同选

编、注释的《扬州饮食诗词选注 》出版发行 。 2003 年，市诗词协会又编辑出版扬州诗人 1911~1949 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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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诗词《风云集 )) ，收录 243 名作者(包括名人、志士、革命先烈 )844 首作品 。 2004 年，市诗词协会组织

编篡的《古今扬州槌联选注 》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 2400 多副榄联并加以注释 。 此外，还汇

编内部刊印《扬州竹枝词 ))(( 扬州历代妇女诗词 ))((扬州竹枝词再续集 ))(( 扬州辛亥吟 ))(( 晓白诗同 ))(( 当代扬

州竹枝词 》等 10 多部诗词集 。

50~60 年代活跃在扬州诗坛的以忆明珠、王鸿等为代表的一群诗人，80 年代依然笔耕不辍，并整理

出版个人诗集 。 同时，随着青年诗人的成长，新体诗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发展，年轻诗人逐渐成为诗歌创

作的主体 。 80 年代开始，个人出版诗集明显增多 。 这一时期作品在现代主义诗歌大潮中，出现一种自

觉意义上的中国生态诗歌，扬州诗人在瘦西湖畔组建"诗人角"，探寻诗词创作的突破口，在诗坛有-定

影响 。 1989 年，新诗合集《燃烧的眼睛 》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汇集华海、高蓓、肖宁、袁遐、宗荣明 5

名年轻作者作品，佐证"生态诗歌"的萌芽 。 1988~2005 年，据不完全统计，扬州有 30 人出版个人恃歌

集 31 部 。

1988-2005 年扬州市部分个人诗集出版情况一览表
表 35- 1-1

书 名 体裁 出版单位 作者

《给第三者 》 新体诗 南京出版社 吴润生

《运河吟 》 新体诗 中罔文联出版社 王鸿

《燃烧的眼睛 》 新体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华海、袁遐等 5 人

《五色土》 新体诗 明天出版社 石启荣

《短歌集 》 新体诗 中国和平出版社 陈大友、余建同等 10 人

《马车夫之歌》 新体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舰平

《 田野的风》 新体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振宇

《悠远的地平线 》 散文诗 南京出版社 张学诗

《走在梦里梦外》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周I音礼

《红雨 》 新体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王 垄等人

《我是一朵雪莲花》 儿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尹必桥

《 回望 》 新体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童嘉通

《红蜡蜓》 新体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传浩、黄为民

《男儿岛诗集 》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冯亦同

《殷红的相思 》 新体诗 北京华龄出版社 余建同

《思想品德二字经》 儿歌 黄山书社 刘 水

《遥远的呼唤》 新体诗 四川天地出版社 张传浩

《晚风》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庄晓明

《踏雪回家》 新体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应晓明

《追赶太阳的人 》 新体诗 上海百家出版社 徐桂福

《人生恋歌》 新体诗 南海出版社 徐桂福

《世纪末梦歌》 新体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张云松

《花季之歌 》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孔繁秋

《中华风景名胜赞歌 》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孔繁秋

《风铃声声 》 新体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重嘉通

《爱的港湾 》 新体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后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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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体裁 出版单位 作者

《看图学儿歌》 儿歌 江苏少儿出版社 丁 曲

《 巾罔历史 一 字经 》 儿歌 古吴轩出版社 刘水

《生命的印痕》 新体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孔祥东(孟帆)

《 当代生态诗歌 》 新体诗 作家出版社 华海

《一个人走 》 新体诗 哈尔滨出版社 华海

第二节 散文 报告文学

一、发表与获奖作品

《扬州日报 ))(( 扬州晚报 》副刊版面和《扬州文学 》杂志是扬州作者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每期有

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作品刊发 。 同时，扬州作者在国内其他报纸、文学期刊上发表一批散文、报告文学

作品，井有众多作品在省内和国内文学作品评奖中获奖 。 1 99 1 年，省委宣传部首次主办市级报刊文学

作品评奖活动， (( 扬州|日报 》和《扬州文学 》各有 4 篇(首)作品获奖，其中任真、严丽芳的报告文学《爱的权

利 》和丁家桐的散文《梦里扬州树》获二等奖 。 1 99 2 年，省作家协会主办省报告文学"斯加奖" ( 即第三届

报告文学评奖)评选活动，从全省作家 1 989 年 11 月至 1 99 1 年 12 月期间发表的作品中推荐出 1 95 篇参

加评选，共有 9 篇作品获奖，扬州高汉铭的《通向 21 世纪的船闸 》和杜海、孙成理的《水乡魂 》获奖 。 高汉

铭还创作发表多篇散文，有《母亲的手 ))(( 与病缠绵 ))(( 归来吧，学者风度 》等，与王鸿合写的《古城扬州桥 》

被选入中学语文乡土教材 。 1 992~ 1 99 7 年，在全省报纸副刊好稿评选中， (( 扬州日报 》副刊发表的多篇

散文、报告文学获奖 。 1 99 2 年，刘鹏春的报告文学《 中国梦 · 扬州梦 》获一等奖 。 此后，获一等奖的作品

还有丁家桐的散文《沉默 》、沈培林的特写报告《英雄沉默 40 年 》、谈宝森的文学评论《最后的落叶》、戈挥

的文艺评论《心舟放歌向未来》、杨萌的大特写报告《真实的谎言 》等;获二等奖的作品有潘宝明的报告文

学《心血凝巨卷、深情寄红楼 》、刘鹏春的随笔《走近孔繁森》、汪向荣的大特写《拾荒者垒就的金字塔上袁

文生的大特写《尊严 》、宋力的文艺评论《书画家的天趣 》、鲁晓南的散文《在柳青门口 》等 。 1994 年 4 月，

市文联与《 扬州、| 日报 》联合举办"春兰杯"庆国庆散文征文比赛，有 13 0 名作家、作者参赛， (( 扬州、| 日报 》刊

发优秀作品 30 篇，经评委会评选，陈晨《深红浅绿见扬州 》等 1 0 篇佳作分获一 、二、三等奖 。 同年，市委

宣传部、市委工交政治部、市文化局举办"电火花"诗歌、散文、小说比赛，扬州农药厂李志广《蜀行记》、扬

州客车厂徐永清《凝聚 》获散文一等奖 。 1 99 7 年 11 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在何园举办为期 10 天

的扬州笔会，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1 00 多名学员参加，笔会上交流 120 多篇

作品， ((扬州日报 ))(( 扬州晚报》选登其中部分作品 。 2002 年，市作家协会吴周文的散文评论集《二十一世

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理论作品一等奖，丁家桐的散文《乡情诗话》获省作家协

会散文工作委员会与台湾高雄市江苏同乡会联合举办的"锦绣江苏"征文一等奖 。 200 3 年，市检察院徐

晓红报告文学《你的声音让我们感动 》获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文学奖";许凤仪的纪

实文学《鉴真东渡》获 1 990~ 2000 年度江苏十年报告文学奖，散文《背车 》获朱自清"背影"全国散文征文

二等奖，散文《 月 亮城 》分别获省和|华东地区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 。 200 5 年 4 月，扬州市与中国作家协

会共同举办"烟花三月"扬州笔会，莫言、叶文玲、徐坤等 1 0 多名作家应邀到扬州，笔会之后有数篇作品

陆续发表 。

二、出版文集

1 993 年，反映改革开放后扬州巨大变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扬州:走向世界 )) (吴雨主编)由江苏文

艺出版社出版 。 书中精选 26 篇作品，从不同角度，描述扬州人民奋力拼搏，创造辉煌业绩的历程 。 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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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首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 2001 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组织创作的反映当代优秀共产党

人风采的报告文学集《风帆》于"七一"前夕出版发行 。 全书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反映吴登云、高仁

林、刘应启、陈先岩、秦振中、郭荣、李长生、俞启朗、陈秀兰、朱伯萍等 10 多名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模范

事迹 。 2004 年，市委宣传部组织夏雷、张泽民、周启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如歌 》由广陵书社出

版，再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高仁林不平凡的人生 。 2005 年 1 月举行大型报告文学集《追赶的岁月 》首发

式，该书真实地记录 2001 ~2004 年高邮人民弘扬新时期高邮精神，实施追赶式发展的实践历程以及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 。

80 年代起，扬州散文、报告文学作者队伍日益扩大，出版个人文集的不断增多 。 现当代小说家、散

文家汪曾棋， 80 年代后陆续出版《逝7]( ))(( 蒲桥集 ))(( 孤蒲深处 》等散文集。 1997 年，市文联编印扬州作家

季宾个人文集一一一《 白发与血丝的回忆 )) ，收录 《 雷 )) (( 新龟兔赛跑 )) (( 白发与血丝的回忆 》等散文佳作 。

1988~2005 年，扬州出版的个人文集还有忆明珠的散文集《小天地庐漫笔 ))(( 落日楼头独语问 白下晴窗

闲笔 》和杂文集《小天地庐杂姐 )) ，姚江滨的长篇散文游记《丝路风云冈山海雄城 )) ，丁家桐的散文集《烟花

三月下扬州I )) ，王鸿的《文苑春秋 》等 。

1988-2005 年扬州市部分散文、报告文学(集)出版情况一览表
表 3 5- 1 - 2

书 名 体裁 出版 单 位 作 者

《晚翠文谈 》 散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

《蒲桥集 》 散文集 作家出版社 汪曾祺

《在小河那边》 散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潘存根

《新民滩的悲欢 》 纪实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陆建华、陈其昌、陈正

《小天地庐漫笔 》 散文集 明天出版社 忆明珠

《旅食集 》 散文集 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

《汪曾祺小品 》 散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曾祺

《孤蒲深处》 散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

《榆树村杂记》 散文集 中国华侨出版社 汪曾祺

《老学闲抄》 散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

《塔上随笔》 散文集 群众出版社 汪曾祺

《扬州:走向世界》 报告文学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吴 雨等

《文苑春秋》 散文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王鸿

《落日楼头独语》 散文集 群众出版社 忆明珠

《 臼下晴窗闲笔》 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忆明珠

《矮纸集 》 散文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

《逝7.k >> 散文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

《山海雄城》 散文游记 中国华侨出版社 姚江滨

《汪曾祺散文集 》 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

《爱心 》 纪实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姚勋

《走向世界》 纪实文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凤仪等

《春满扬州路》 报告文学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集体创作

《动地长歌》 报告文学集 海潮出版社 李道明、董文林

《风流扬州人》 报告文学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丁 曲

《扬子江畔文明镇》 报告文学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潘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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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5-1 -2

书 名 体裁 出版单位 作者

《秦邮新韵 》 报告文学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徐桂福、胡永其等

((1 99 1 年抗洪纪实 》 纪实文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市文联

《烟花三月下扬州 》 散文集 台湾幼狮文化公司 丁家桐

《敝帚集 》 杂文集 四川天地出版社 欧阳骥

《悠悠心会》 散文集 团结出版社 刘虹

《触摸生命》 散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殷伯达

《桑梓笔记》 散文集 长征出版社 丁家桐

《风帆 》 报告文学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赵昌智等

《扬州散记》 散文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王鸿

《小天地庐杂组》 杂文集 明天出版社 忆明珠

《生命如歌》 长篇报告文学 广陵书社 夏雷等

第三节 小说

一、发表与获奖作品

扬州作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肩负社会责任与使命感，融汇乡土情结、地方特色于一体，努力在小

说题材和写作技巧上有所突破，展示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 。 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陆

续在国内文学刊物发表和出版 。 长篇小说有 : 80 年代末，王鸿、汪复昌、吴润生合作的《江南第一剑 》。

1999 年，李后生、姜雨花合著的长篇小说《史可法演义 》出版，获第五届全同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

奖" 。 2005 年，李景文在《钟山 》杂志连载长篇小说《烟花三月 》。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 : 1985 年，王虎华

在《人民文学 》发表短篇小说《 良宵 》以后，在《 中国热点文学问青春 ))(( 天津文学 》发表多部小说 。 1995

年，李景文在《青春 》发表中篇处女作起，在《钟山 冈山花 ))(( 长城 ))(( 红岩 》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 11 部;蒋亚

林发表中短篇小说 100 多篇，散见于全国数十家报刊，他的作品《青烟 》获 1995 年省第二届"蝶美杯"报

刊优秀文学作品三等奖， ((灯 》获 2000 年文化部"新世纪之声"征文一等奖， ((从家有座山 》获 2004 年贵州

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先觉杯"全国小说大赛二等奖。 2000 年，申维的小说《天堂狼吻 》获首届 《北京

文学 ))"中篇小说奖"，被《 中华文学选刊 》选载 。 2004 年 7 月，林苑中在《小说选刊 》上发表中篇小说《 五

毛钱戏剧 )) ，并在《收获 ))((钟山 冈 山花 ))(( 芙蓉 》等杂志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作品被《小说选刊 ))(( 中华文学

选刊 》多次转载，人选多种年度最佳小说选本，代表作有《韦镇小道 ))(( 铁皮鼠 ))((女人上树 )) 0 2005 年，王

树兴在《青春 ))(( 红岩 ))((芒种 ))(( 时代文学问星火》等多家期刊发表 10 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部分被《 中华

文学选刊 》选载，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先后发表《牌事 ))((好日子万万年 》等 30 多部短篇小说、 3 部中篇

小说 。

随着报刊业和网络的发展，微型小说创作打破多年的沉寂，出现繁荣局面 。 扬州市微型小说代表性

作者有 30 多人。其中，李景文的微型小说《位置 》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

(2000~200 1))) ， ((城堡 ))((参观 》与《孔雀东南飞 》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收入 2003 年、 2004 年《 中国

微型小说精选 ))0 2002~2005 年，滕刚作品连续 4 年获《微型小说选刊 ))"我最喜欢的微型小说作品奖";

许国江多篇作品入选《 中国当代微型小说排行榜 ))(( 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微型小说鉴赏词典 ))(( 中国新文

学大系 )) (第五辑 1976~2000 年微型小说卷)等多种选本，多次在全国获奖，并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介

绍至国外;何开文(笔名文胜、文亭、可人)为首届全国百名小小说签约作家、北大方正番薯网百名微型小

说签约作家，部分作品被选人多种专集;范学望(笔名叶柏兴、了了〉在《人民文学问百花园 ))((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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