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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时代
讲述海洋故事

海洋是生命的蓝色摇篮，瑰丽而深
邃的海洋，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人
类的信仰、传说、节日、习俗中，都曾留下
它的痕迹。海洋文学是对海洋生活和濒
海地区的书写，一方面描写与海洋相关
的现实场景，另一方面渗透着海洋的精
神。

“创造海洋文学，我们拥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省作协主席梅国云表示，随着
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未来几年将
会出现“海洋文学热”，海南也会成为中
国海洋文学创作的一个焦点、一块文学
高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过程中努力
建设海洋文学高地，既是顺应时代要求，
也是省作协和作家们的担当体现。”

“海南有着‘闯海’的传统，发展海洋
文学大有可为。”著名作家阿来认为，海
南有着漫长的伴海而生的历史经验，也
有着区域文化的地缘优势。在海洋文学
方面，海南作家应该当仁不让，写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让海南成为海洋文学大省，
让海洋文学成为海南的新名片。

面朝大海
汲取文化养分

海南岛是一座四面包裹在温柔海洋
中的热带岛屿，这里有许许多多人类与
海洋互动的故事。从波澜壮阔的海洋、
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汲取养分，将丰富的
海洋故事转化为精彩的文学作品，无疑
是一项令人向往的事业。

近年来，省作协积极推动海洋文学
创作，通过举办多期海南作家交流研讨
会，多渠道支持海洋文学创作，并向《人
民文学》等多家刊物推荐海南作家创作
的作品。从2019年10月起，省作协每
季度都定期邀请省内青年作家，举办恳
谈会，激励大家创作。近30位具有创作
潜力的文学新人参加恳谈会，一批以海
岛、海洋为创作背景的文学作品发表在
《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长江文
艺》《山花》《芙蓉》《天涯》等重点刊物上。

在省作协的引导和推动下，海南作
家的海洋文学创作成绩卓然：孔见的长
篇非虚构叙事作品《海南岛传：一座岛屿
的前世今生》、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
上》《唯水年轻》、李焕才的长篇小说
《岛》、三亚诗人陈吉楚的诗集《岛岛岛》
等相继问世，并在省内外评论界、学界引
起关注。

其中，林森的海洋题材中篇小说《海
里岸上》《唯水年轻》在海南海洋文学作
品中较有代表性。《海里岸上》发表后，登
上国内多个重要小说榜单。有评论称，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小说以富
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别开生面地、有效
地将物哀美学融入雄浑的叙事风格，饱
含激情又含蓄蕴藉，海洋气息鲜明而强
烈。这在有着强大农耕传统的中国文学
中，显得尤为独特。”

《唯水年轻》发表后，《人民文学》主
编施战军表示，林森的《唯水年轻》将古
老严整的小说元素与新鲜出挑的艺术行
为，糅合为几近完美的叙事情状。这无
疑是继《海里岸上》之后，属于作者、也属
于当下文学的又一部涉及海洋的标志性
中篇力作。

在海南，如今不断有新的作家对回
归大自然、回归海洋的文化内容产生兴
趣，并以诗歌、小说、纪实等方式创作新
的海洋文学作品。这些作者通过长期的
体验、积累，将为海南海洋文学走出岛、
走向世界打下重要基础。

一路“北上”
海洋文学正成海南新名片

不少海南本土作家认为，在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时代背景下，海南海洋
文学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岛内。当下海南
文学界以海洋文学创作为代表的文学作
品集体涌现，一路“北上”，受到《人民文
学》等大型重点刊物的关注，正是海南本
土作家意识整体崛起的表现。

文艺评论家马良撰文称，从目前来
看，海洋文学创作正在海南作家队伍中
形成浓郁的氛围。黄宏地的海南人物散
文、崽崽的海口市井小说、王海雪的海洋
和小镇小说、蔡葩的非虚构叙事、王卓森
的海岛“村庄系列”意象散文、龙敏的黎
族心灵史小说、叶传雄和唐鸿南的黎族
散文及诗歌等，这些作品都是作家在海
洋气息中书写出来的，展示了大海边和
岛屿上人们的生活、命运，展现了海洋的
传奇和海岛的魅力。

“海洋文学应成海南新名片。”海南
大学副教授汪荣认为，在其他文体和类
型中，海南的海洋文学呈现出更为多元
的面貌。比如，王振德的非虚构作品《耕
海：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以民间叙
事见长，用一则则小故事书写普通渔民
的生活，为老船长们的生命史留下了宝
贵的记录。此外，王振德创作的长篇海
洋叙事散文《三沙渔味》，也值得关注。

在诗歌领域，乐冰的短诗《南海，我
的祖宗海》得到了广泛传播。随后，他又
创作了6000余行的长诗《祖宗海》，展现
历史的纵深感。海南文学期刊《椰城》注
重海洋主题的诗歌创作，刊登了多位诗
人的海洋诗歌。陵水诗人李其文等人创
作的诗集《海色映天》，将当地扑面而来
的本真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
在儿童文学领域，澄迈作家赵长发

专注耕耘海洋题材，创作了十余部童话
作品，为儿童读者制造了蔚蓝色的梦想，
也讲述了海洋带来的生命启示。儿童文
学作家邓西的长篇小说《鲸歌岛的夏天》
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三代人守护海岛
环境的动人故事。

创造活力持续释放，鼓励支持也在
不断加大。近期，省作协推出了“海南作
家原创作品选集”，10位海南作家的10
部作品同时出版面世。梅国云表示，对
于广大海南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激励，对
于海南文学界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
今后，省作协还将采取更多切实的举措，
鼓励新人、奖励新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版
图上标记出海南海洋文学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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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出 版 的
2021 年第 10 期《人
民文学》聚焦海洋文
学主题，推出多篇海
洋文学力作，让众多
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海洋气息，饱览气
象万千的海洋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
日记》大型纪实文学
采风作品之一、著名
作家刘醒龙写就的散
文《寻得青花通南
海》，以及海南作家植
展鹏创作的散文《西
沙手记》，都登上了这
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栏目“光的赞歌”。同
时，这期《人民文学》
多篇小说作品与海南
有关，其中两篇中篇
小说《唯水年轻》《噼
里啪啦》，分别出自海
南作家林森、王姹的
手笔。

近年来，海南作
家正成为海洋文学的
一支生力军。同一期
《人民文学》刊登的作
品有这么多的海南元
素，而且有三位海南
作家“集体亮相”，就
是一个生动注脚。正
如《人民文学》主编施
战军所说，海南许多
优秀作家让“海洋质
素”体现于人物与万
物间、活化在故事与
语风中。在更大范畴
的“乡土文学”之上，
他们的力作，确凿地
将海洋文学的板块绘
制进了中国当代文学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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