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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
“文学湘军”崛起，进入黄金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历经“文革”的摧

残后，文艺界终于迎来了百花盛开的

时 期 。 这 一 时 期 政 治 环 境 的 相 对 宽

松，老 作 家 焕 发 青 春 与 活 力，中 青 年

作家迅速崛起，湖南文学的创作开始

步入黄金时代。

改革开放最初的 12 年间，湖南创

作出版长篇小说 80 多部、中篇小说近

500 部、短篇小说 6000 多篇，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等也都有很大发展。

湖南作家在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评

选中，获奖 30 多次。周立波的《湘江一

夜》，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

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古华的

《爬满青藤的木屋》，蔡测海的《远处的

伐木声》，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

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何立伟的《白

色鸟》，在 1979 年至 1985 年连续七届获

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湖南成为全国唯

一的“七连冠”省份。

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运宪的《祸

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等 4 部小

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

乡》，石太瑞的《石 哨》、《鹰 之 歌》，蔡

测 海 的《刻在记忆的石壁上》、《麝香》，

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贺晓彤的

《美丽的丑小鸭》，吴雪恼的《姊妹仨》，

颜家文的《种在屋檐下的瓜秧》、《悲歌

一曲》，钟铁夫的《女人无泪》等获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未央的《假如我重活一次》、石太瑞

的诗歌等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萧育轩

的《乱世少年》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

翟禹钟等人的报告文学《彭大将军回故

乡》获全国首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文革”期

间被广泛传抄，正式出版后总印数多达

430 万册，感动延续整整一个时代。任

光椿的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首开文

坛近代长篇历史小说之风；陈芜的《牛

多喜坐轿》、陈健秋的《梅子黄时》、水运

宪的《为了幸福，干杯》、甘征文的《八品

官》、叶一青和吴傲君的《喜脉案》、陈亚

先的《曹操与杨修》、冯柏铭的《深宫欲

海》等戏剧文学作品相继获得全国剧本

奖……“戏剧湘军”初露峥嵘。正是湖

南作家的整体性崛起、大面积获奖，使

湖南作家获得了“文学湘军”的美誉，标

志着湖南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

在这一时期的湖南文学创作界，还

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文坛的大事件。

1985 年，湖南作家韩少功写了一篇纲领

性论文《文学的“根”》，文中声明：“文学

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

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

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

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

作，形成了“寻根派”。韩少功当年创作

的《爸爸爸》等作品，成为“寻根派”文学

的代表作。韩少功高举“寻根文学”大

旗，掀起了湖南乃至全国文学创作的新

潮。

新兴文学创作形式的出现，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湖南文学创作繁荣并在中

国文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1985 年，

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残雪

露面了，她当年创作的《山上的小屋》，

让全国的一些文学评论者目瞪口呆。

残雪和她的怪诞小说独树一帜且卷起

狂澜，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形成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格局。

80 年代后期，“文学湘军”又组建了

一支湘西子弟兵，以乡村小说创作为

主。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醉乡》，

蔡测海的《母船》等，让湘西作家群闻名

全国。他们的出现，给中国文坛注入了

一股清新的空气。

20世纪90年代：
巩固提高，稳步前进

20 世纪 80 年代，湖南文学创作取

得的辉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

样繁荣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在 80

年代中期掀起“寻根文学”热潮后，除了

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代表力作获得公

认之外，其他作家的“寻根”作品逐渐被

人淡忘。到了 80 年代后期，湖南文学

队伍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各种外部

影响，急剧裂变和分化，莫应丰英年早

逝，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等实力派作

家远奔海南，文学湘军整体实力有所削

弱。

从 1990 年初开始，号称“湘军七小

虎”的陶少虹、刘春来、翁新华、姜贻斌、

匡国泰、屈国新、林家品以新人新作的

面孔出现在湖南文坛。彭见明的《玩

古》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分别获得全

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骏马奖”。残雪的超现实主义的艺

术体验，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被美

国和日本评论家称为“20 世纪以来中国

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唐浩明

连续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杨度》、《张之洞》，描绘了颇具争议的

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及其心路历程，显

示出独特的历史眼光，并分别获得姚雪

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和全国优秀长篇小

说奖。

90 年代中期以后，湖南作家队伍出

现了 3 个特色鲜明的作家群，即 60 年代

作家群、女作家群、儿童文学作家群，其

中儿童文学作家群影响最大，被誉为

“童话湘军”。庞敏的散文《淡淡的白

梅》、汤素兰的童话《小朵朵与半个巫

婆》和《笨狼的故事》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小说创作继续保持常盛

不衰的态势。彭见明的长篇小说《玩

古》获 全 国“ 八 五 ”期 间 优 秀 长 篇 小

说 奖 ，向 本 贵 的《苍 山 如 海》获 中 宣

部“ 五 个 一 工 程”奖 和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文学“ 骏马奖”。此外，孙健忠、石太

瑞 、蔡 测 海 、贺 晓 彤 、彭 学 明 、肖 仁

福 、隆 振 彪 、彭 世 贵 、龙 长 吟 都 获 得

了“骏马奖”。

同时，以阎真的《浪沧之水》和王跃

文的《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的出现

也轰动文坛，掀起了第一波官场小说

热。王跃文甚至获得了“中国官场文学

第一人”之美称，在“官场小说”的热潮

中一直受到追捧。

“七月派”诗人彭燕郊 70 岁高龄时

创作的长诗《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

一体》，再获诗歌界的高度赞赏。叶梦

的散文通过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

验，书写了女性成长发育的生命演进史

和女性生殖生育的生命创造史，从而传

达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女性意识和生命

文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从整体

来讲，湖南文学在调整和巩固中前进。

这期间共出版、发表长篇小说 300 多

部，中短篇小说集 400 多部，诗歌、散文

集 600 多部，纪实文学 100 多部，少儿文

学 200 多部，影视文学 120 多部（集），文

艺理论、评论著作 60 多部。

21世纪：
作协领军，探索新路

创 作 ，一 直 是 很 个 体 的 脑 力 劳

动；作家，更是一群个性鲜明、情感丰

富的人。

当前的文学艺术，已越来越强烈地

打下了消费时代的烙印。消费时代的

文化现象，在电影、艺术、音乐中表现得

尤其明显。在消费社会，消费的往往并

不是艺术作品本身，消费时代的诗歌也

像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传播效应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出版环境来说，一方面出书容

易，一方面是出书难。花钱出书很方

便，但真正撰写了艺术价值较高但市场

销售前景拿不准的书，出版就会面临很

大困难。

湖南省作家协会建立的“ 重点作

品 创 作 扶 持 工 程”已 实 施 6 年 。6 年

来，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在推动湖南文

学繁荣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也得到

了部分作家的好评，逐步成为作协的

一项民心工程。

2011 年，湖南省作协根据国情、省

情实际状况，将重点作品的扶持资金提

高到每部 1 万元，加大了扶持力度。

为 了 更 好 地 保 证 评 委 的 保 密 性

及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从 2011 年开始，

湖南省作协建立了一个由 64 人组成的

专家评委库，今后所有的评奖和重点

作品评审工作的评委都在评委库中随

机产生。

2011 年湖 南 省 作 协 确 定 重 点 扶

持作品 15 部，分别是：骆晓戈的长篇

小说《山水一方》、郑小驴的长篇小说

《青灯行》、皮朝晖的童话集《面包狼

系列童话·能读能演的童话》、于怀岸

的 长 篇 小 说《每 朵 花 都 有 盛 开 的 理

由》、吴正锋的文艺理论《沈从文小说

艺 术 研 究》、薛 媛 媛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13 万湘军屯垦戍边》、刘春来的长篇

小 说《代 代 风 流》、罗 长 江 的 散 文 诗

《大地苍黄》等。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2010 年获得

湖南省作协重点扶持的 10 部作品选

题中，4 部作品已出版，分别是：胡良桂

的文艺理论《使命·家园·空间——先

进 文 化 与 文 学 选 择》（人 民 出 版 社 ，

2010.12）；易 清 华 的 长 篇 小 说《窄 门》

（出版时更名为《背景》，湖南文艺出版

社，2011.5）；李 仕 铭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远山涅槃》（出版时更名为《使 命》，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2）；罗永常的

长篇纪实文学《血祭共和》（作家出版

社，2011.4）。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

作家王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

点作品扶持工程开展 6 年来，已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要真正把‘扶持’二字落到

实处，在许多工作环节和工作方法上都

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在项目征集时

可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作家参与进

来；审批立项后可以把专家评委的意见

反馈给作者，让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少走

弯路；让重点扶持作品作者联系会成为

一个作者交流经验、切磋技艺的平台，

而不仅仅是例行公事的程序。要进一

步采取措施，加大对获得扶持立项作者

创作进度及出版情况的监督和帮助。”

回顾“文学湘军”30 年来的经历，来

自基层、笔耕不辍的作家代表王跃文表

示，湖南省作家协会在 2012 年将面向

基层，面对实际做好几件事。

一是认真做好鲁迅文学院学员推

荐工作。2011 年鲁迅文学院开办了一

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和一期青年

作家英语培训班，湖南省分别推荐了青

年作家郑小驴、石继丽、李梅和曹琴前

往学习深造。

二是向中国作协推荐重点扶持作

品。2011 年湖南省推荐了余艳的长篇

小说《天骄》、骆晓戈的长篇小说《山水

一方》、郑小驴的长篇小说《青灯行》、张

小牛的长篇小说《割爱》、薛媛媛的长篇

报告文学《13 万湘军屯垦戍边》5 部作

品参与评选。

三是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充分释放

文学的综合效应。消费时代的到来带

来了文学的边缘化。在其他艺术门类

的挤压下，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作家的创作环境愈加恶劣。在这种新

的历史形势下，作协应该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充分利用各种传媒力量宣传

推介优秀作品，尽可能多地为作家提供

信息，架构桥梁，推动把纸上作品包装

转化为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甚至手机作

品，让作家更顺利地从文学领域走向产

业领域。

四是要改变过去按部就班的工作习

惯，主动下去做些调研，同基层作协组织

和作家联络感情，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想

法，以利于改进工作。

湖南诗人：
隐忍前行的群体

湖南是诗意化了的地理名词。不

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诗歌流转的角度，

湖南诗歌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今，

全国甚至全球都有湖南诗人的影子。

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没有其他艺术形

式那样大，这是由当前社会变革和诗歌

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2011 年 6 月在湖南省作协第七届

作代会上，有人感叹：“湖南的诗歌力量

越发显得弱势了。”这一点从新的主席

团成员名单里，也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主席团共由 13 人组成，其中副主席 12

人中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的。此外，在78

名理事里，涉猎诗歌写作的只有14人，部

分人还是偶尔客串诗歌写作。

“其实，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

代中期，湖南的诗歌创作，在全国来看

还是比较活跃的。湖南诗歌的衰落，与

湖南省作协不重视诗人创作有很大关

系。在我的记忆里，作协没有为诗人开

过一次作品研讨会，没有主办过一次诗

歌笔会。”作代会上，一名诗人代表道出

了自己的心声。

湖南诗歌多年来一直以民间的方

式在传承，坚守诗歌阵地的群体与湖

南省作协不具有组织与领导关系，更

谈 不 上 战 略 或 战 术 方 面 的 指 导 。 因

此，诗人中确实有人把精力放在推销，

而不是致力于写好诗歌上。也正因为

诗歌界有些知名诗人确实通过非正常

手段获得了一定声名，使得部分年轻

一代的写作者产生了投机心理。

我们可以从博客上读到数量繁多

的诗歌，但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却极其缺

乏。诗人与非诗人的界限日益模糊。

诗歌的泛滥和诗歌自身发展的停滞，网

络的无选择性，书籍出版的功利性，使

真正优秀的诗人与一般的诗歌爱好者

无从界定，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格局，这也是消费时代的诗歌创作必

然会出现的混乱与困境。

流 亡 诗 人 布 罗 茨 基 说 ：“ 一 首 诗

的 抒 情 性 其 实 就 是 诗 人 营 造 的 乌 托

邦，它能让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心理潜

能。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在读者那

里唤起相似的内心运动；在最糟的情

况下，它则可以使读者摆脱对他们所

认知现实的依赖，使他们意识到这一

现 实 并 非 唯 一 的 现 实 。 这 个 成 就 不

算 太 小，正 由 于 这 个 原 因，现 实 总 是

不太喜欢诗人。”

由于作协的淡忘甚至漠视，湖南

诗 人 开 始 针 对 小 众、地 域 以 展 览、自

助 出 刊 的 形 式 来 展 示 自 我 。10 多 年

前的《6+0》诗刊，他们的主力诗人：韦

白 、远 人 、鸥 飞 廉 、易 安 、起 伦 、唐 朝

晖、梦天岚、易清滑、唐兴玲等，如今

已 经 是 湖 南 甚 至 全 国 都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诗 人 。 欧 阳 白 主 编 的《诗 屋》年

度 诗 选 也 一 直 在 坚 持 ，自 2005 年 以

来，连续 6 年出版了具有一定分量的

诗 歌 年 度 诗 选 。 其《2010 年 度 诗 选》

编辑了海内外 66 位华语诗坛的实力

诗人 150 余首作品，面世后即引起了

诗坛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这是湖南

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他们提倡“好

诗 主 义”的 主 张，旗 帜 鲜 明 地 反 对 诗

歌 趣 味 的 庸 俗 化 和 诗 歌语言的口水

化，提倡诗歌的责任担当、思想承担和

美学价值，得到了部分诗人的认同，许

多专家学者都肯定这种为诗歌公益事

业奉献的精神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二

里 半》诗 刊 今 年 已 经 出 版 至 第 四 期，

集中了部分长沙的一线诗人，在湖南

诗 歌 界 享 有 一 定 美 誉 度 。 李 晃 主 编

的《湖南青年诗选》也在 2011 年出版

了，主编认为此书是湖南诗坛 1980 年

至 2010 年间最全面也最能体现民间立

场的纯诗歌选本，为展现湖南诗坛 30

年青年诗歌史的全貌而遴选出的优秀

诗歌选本。《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现

代汉诗卷中诗人层次多样，不仅有七月

派老诗人彭燕郊、朱健，有五六十年代

就写出好诗的未央、于沙、郑玲、石太

瑞、弘征、袁伯霖，有英年早逝的诗人

张枣、江堤、陆恒玉，有改革开放初期

涌 现 出 来 的 诗 人 聂 鑫 森、彭 浩 荡、匡

国泰、颜家文、谭仲池、刘波、聂沛、骆

晓戈、彭国梁、陈惠芳、王晓利、张天

明 、刘 犁 、邹 岳 汉 、周 实 、少 鸿 、皇 泯

等，“60 后”的代表有李少君、周瑟瑟、

欧阳白、杨戈平、罗鹿鸣、廖志理、龚

道国、黄爱平、蒋三立、胡述斌、吴茂

盛、凌峰、刘怀彧、东荡子、楚子、王行

水、海叶、白红雪等，“70 后”代表有谭克

修、马笑泉、远人、唐兴玲、梦天岚、李

晃、谢湘南、刘建海、仲彦、柴棚、海燕、

拾柴等，“80 后”代表有刘定光、雪马、余

毒、袁炼、向迅、田家等。

在 2011 年出版的湖南诗人个人作

品集中，有两部是不容忽视的。一部是

梦天岚的长诗集《神秘园》，这部长诗结

构完整、语言充满灵气与神性的力量，

它注重心灵深处极为神秘的地方。叶

梦说：“梦天岚的长诗打开了一个宏大

想象的空间，进入自由之境。”另一部是

唐兴玲的《哦，天使》，这是一部由 39 首

诗歌构成的组诗集，诗人以一个充满幸

福感、哲学感、使命感的母亲的眼光，细

化和诗化了日常生活琐事，使得充满烦

恼的生活变得让人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有了更理性的思考。

不管现实如何，湖南诗群一直以隐

而不显的状态存在着，但这种存在是有

力量的，而且一直是前行的。

对内心与生命价值的拷问，对精神

高度的向往，对故乡对往事对历史的追

溯，永远是作家和诗人们不尽的追求与

义务。

湖南文化产业的代名词——

“文学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

军”“电视湘军”，乃至衍生的“体育

湘军”“机械湘军”等称谓，无不彰

显一种文化实力。

“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是对湖

南人的崇高赞誉。

“湘军”源于鸦片战争爆发不

久，太平军起，一路北进，攻城略

地。在半壁河山行将沦陷的时候，

以“耕读传家”的湖湘学人曾国藩、

左宗棠等人，却带着一支松散的军

队联盟屡败屡战而愈战愈勇，最终

扭转乾坤。至此，“湘军”说法始盛。

1982 年 12 月 15 日，首届矛盾

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 6 部获奖

作品中，湖南占了两席。从此，湖

南作家独步天下，“文学湘军”在中

国文坛声誉鹊起。

如 果 将 这 一 年 算 作“ 文 学 湘

军”的诞生之年，那么在刚刚到来

的 2012 年，湖南的“文学湘军”则

迎来了 30 岁生日。在各路“湘军”

引领行业之冠的今天，我们有必要

来梳理一下“文学湘军”的发展之

路。30 年来，“文学湘军”经历给历

史留下了什么？对今后有什么启

迪？

书摊，书铺，书店，都是读者最爱光顾的地方。

崛起 巩固 探索 前行

文学湘军 30 年回眸
本报驻湖南记者 王 伟 文 述 何 雯

湖南作家在古华容道采风，体验民俗。

湖南作家古华（左一）、莫应丰（左三）在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领奖。

谷韵吉首文学笔会旨在培育“文学湘军”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