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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于蓄势待发的内蒙古文学来说是重要

的一年。2019年，《人民文学》有3期相继刊发了内蒙古

作家的现实题材力作。在第2期，阿勒得尔图的报告文

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记述乌兰牧骑

几代人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传递党的声音，为广大农牧民

送去欢乐。《人民文学》卷首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一件

件小事，内里水草丰美，密度厚度与内心情感相合；一片

片大爱，格局天高地阔，时间空间与国家民族相接。真切

的生活、淳朴的诚意，来自人民；向心的力量、美好的艺

术，服务人民。”在第4期，艾平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

回科右中旗》将扶贫主题放在本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

民族手工业的恢复转化以及现代科技对民族生活的影

响等背景中，将寻找故乡与反映时代新变很好地融合起

来，形成一个民族风味浓、时代气息足、艺术品质高的大

故事。在第5期，海伦纳的中篇小说《鸿雁的故乡》以小

说的形式描摹了乌兰牧骑人心灵的纯净和生命的美丽，

将腾格里沙漠的审美风骨和精神气度融于创作中，艺术

再现了乌兰牧骑那种不断奋斗、传递真善美的风采。小

说在故事和情节之外，闲笔从容，四季的景物变幻，几个

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变的风物长存，延宕了小说的

节奏，个体与群体的情感记忆在草原斑斓多彩的生活风

俗画中徐徐展开。这几部作品以丰厚的情感聚焦内蒙古

的澎湃现实生活，传达昂扬的时代精神，体现着内蒙古

现实题材创作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面向现实书写，以文学的声音讲好行进中草原的故

事，一直是内蒙古作家的自觉选择。2019年，艾平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推出了《煮手把肉

的女人》《在呼伦贝尔的雪中》《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

《秋天，我来到新巴尔虎右旗草原》《赛吉雅和他的百岁

额吉》等散文。其中，《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和《赛吉雅

和他的百岁额吉》被《散文海外版》转载。艾平的写作一

直立足于呼伦贝尔草原，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民

族历史文化，跟踪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塑造独具游牧文

化特质和当代风貌的草原人物形象，展示草原的深邃与

博大、传统与巨变。

2019年，邓九刚的著作《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

出版，多角度、多层次还原了呼和浩特400多年来的风

云变幻，立足呼和浩特在草原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的发

展中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传递出历史的古朴与城市的温

馨。30年来，邓九刚走访、考察了中、蒙、俄三国20余个

城市，采访商人和学者逾千人，查阅汉、蒙、俄历史文献

近千万字，在万里茶道沿线进行田野调查、馆藏研究。

《茶叶之路》《复活的茶叶之路》《回望驼城》《呼伦贝尔与

万里茶道》《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就是对“一带一路”

上的万里茶道的深情回望。

2019年，肖睿的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出

版。这是一部关注沙漠治理问题的作品。肖亦农获得鲁

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在《人民

日报》刊发的《耕读库布其》，以及肖睿在《十月》刊发的

长篇小说《生生不息》，都是聚焦鄂尔多斯沙漠治理问

题。父子两代人，用抒情的英雄主义旋律书写国家战略、

人民力量、企业治沙的成功实践，为坚韧不拔的鄂尔多

斯精神，为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也为无数染绿鄂尔多

斯高原的平民英雄树碑立传。

2019年，达斡尔族青年作家晶达凭借散文《二分之

一的血统和孤独的舌头》获得三毛文学奖。在这篇散文

中，作者对他人、对自我的感知进行了极为准确的表达。

同时，晶达的短篇小说《烧羊粪的浴室》发表于《青年作

家》。小说在耐人寻味的边地气息中写出了边地的神性，

更写出边地人间烟火的浓烈。他们爱、恨、欢乐、挣扎，迎

来独属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晶达的小说创作有着较为

广阔的视野，在之前的短篇小说《所有的灵魂都到河里

去了》中，她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在敏感细腻

的表达里蕴含的是作家的悲悯情怀。

2019年，娜仁高娃短篇小说集《七角羊》入选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其中的短篇小说《醉阳》《热恋

中的巴岱》曾入选小说年度排行榜。娜仁高娃是有现实

感的作家，她在写作中与生活重逢。她的写作从家乡库

布其沙漠出发，所叙述的经验和材料都来自这片土地，

人物说的话、吃的东西、穿的衣服，都镌刻着地方烙印，

是有质感的、可触摸的、甚至可以精细还原的生活。她用

地方性的写作传达了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感。

“90后”作家渡澜在2019年出手不凡，处女作《声

音》《谅宥》《圆形和三角形》在《青年作家》刊发，小说《傻

子乌尼日戈消失了》在《收获》发表，《坏脾气的新邻居》

在《青年文学》刊发并被《小说选刊》选载，《昧火》在《人

民文学》刊发。《小说选刊》在推荐语中写到，“翻空出奇

的比喻、万物有灵的周遭世界、童话寓言般的人物行为

逻辑，都是对小说常态的颠覆”。诗性、想象力这些文学

天赋，渡澜具备了。珍惜天赋，后天努力，期待这个在魔

幻世界里呈现对世界的感知的文学新星走得更远。

2019年，安宁散文集《迁徙记》出版。其散文《布

谷，布谷》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散文《鱼山记》《大

风吹过古老的村庄》在《光明日报》刊出，散文《雨》入选

《散文选刊》。其中，《迁徙记》是“从乡村到城市，一个人

的生活变迁史，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布谷，布谷》是

“一切都在喧哗之中，这让人无法喘息的喧哗”；《鱼山

记》“寻到鱼山这样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寂静之地”……

这些散文从对自我精神的书写出发，扩展到对人类精神

的探索。这种在深微处见精神的写作，是作家潜在的创

作出发点。

杨瑛的散文《你好，机器》以其静水深流的意蕴被

《散文海外版》转载。整篇作品以计算机的更迭，传达着

变与不变的意蕴。岁月流逝中的人与物，总有一些是变

动的，一如计算机的更迭那么频繁，也有一些追求和梦

想在顶破坚硬的厚土，茁壮生长。而这一切背后的那个

人，守着心灵，随遇而安，体悟着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

“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

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禅境。

2019年，王樵夫的散文《骏马黑虎》首发于《民族文

学》，散文《三个牧马人》和《兄弟赛马手》分别被《散文海

外版》《海外文摘》转载。这几篇文章都收录在其散文集

《纵马草原》中。王樵夫写马的系列文章以精微的、生机

勃勃的地方性经验，写出了牧人与骏马相依相偎的神性

世界，写出了有人物、有歌声的故事。如今，草原和骏马

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游牧文

明留下的生存智慧、哲学观，比如面对恶劣环境的勇气、

在危难时的团结和对于别人的怜悯，以及蒙古马所具有

的勇敢、忠贞、一往无前的精神，将会生生不息。

张志刚的散文《阴山羊话》以结实的细节和场景、真

切的生活体验，抵达生活和岁月的深处。作者对他所描

写的故乡、阴山、羊群有切入血脉的生命体验。熟悉的生

活、记忆的细节、诚实的感悟，这些聚合起来的生活经

验，在作者叙事的自觉和语言的含蓄淡远中建构起了文

章的精神核心。也因此，这篇近万字的散文在《黄河文

学》刊出后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李亚强的散文《我另外的一条路》被《散文选刊》转

载，《谁丢下村庄远行》刊发于《散文百家》。这个年轻的

散文写作者从甘肃腹地来到内蒙古，散文之于他的意

义，正如其在创作谈中所言：“写作的理由，可能只是沟

壑丛生的内心，需要一些散乱的文字去填充。……也可

能是另外一条路，在肉体之外，带我抵达那些鲜活的生

活现场”。那个置身事外的写作者，不急于亮出自己成长

的全部细节，但仍期望以最简单共同角度记录岁月的流

逝，来反思命运的深沉，用铭刻般的书写，在无限变化的

时空中廓清自己成长的情绪和心灵的回声。

2019年，作家许廷旺在“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征集活动”中获得一等奖。2018年，许廷旺也曾获接力杯

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这些都是对一个孜孜不倦在儿

童文学领域耕耘的创作者的激励。许廷旺已出版有50多

部长篇儿童小说，作品散见于《儿童文学》《东方少年》《故

事大王》《少年儿童故事报》等儿童文学报刊。“80后”作家

何君华201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河的第三条岸》，与

2017年出版的《少年与海》、2018年出版的《阿莱夫与牧

羊犬巴图》，共同完成了“成长三部曲”的书写。以他们为

代表，内蒙古的儿童文学创作走向更辽远的天地。

由于个人的阅读视野所限，本文所列举的作品仅集

中于小说、散文创作，所列举的作家也是挂一漏万。蓄势

待发的内蒙古文学是一批批作家的薪火传承，是青年文

学人才的拔节生长。内蒙古老中青三代作家构建着新时

代草原文学的茂密森林。2019年的这些文学作品，产生

在坚实的大地之上，聚焦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精准脱

贫、乌兰牧骑等题材。这些作家既有全局性的视野，也能

够扎扎实实进入新时代内部细部，有无穷发现并有无尽

感触，在创作中真切传达出新时代的新气象。这是内蒙

古文学特别是内蒙古现实题材创作的努力方向。

彝族文学分母语创作和非母语创作两种，其中母

语文学创作是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彝文文

学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这些彝文作品及

时记录彝族当代生活的原貌和变化，为延续彝族发达

的口头文学传统、满足彝族读者的审美需求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编写的缘由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凉山日报》《凉山

文学》和《民族》（彝文版）等彝文报刊杂志相继创刊，彝

文文学创作出现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可喜状况，作家

们的创作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体裁多样的彝文作

家文学由此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从而使彝族文学

创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期间，彝族母语作家队伍

不断涌现，并创作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彝文文学作品。其

中，阿蕾的短篇小说《根与花》、贾瓦盘加的短篇小说集

《情系山寨》及长篇小说《火魂》、时长日黑的短篇小说

集《山魂》、阿牛木支的理论集《当代彝文文学研究》、木

帕古体的诗集《鹰魂》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由凉山州文联、凉山州作协组织选编的《凉

山当代文学作品选》（彝文散文、诗歌、小说卷）入选新

闻出版总署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首届向全国推荐

百种优秀民族图书”。阿库乌雾的诗集《冬天的河流》与

散文诗集《虎迹》、时长日黑的散文集《荞花魂》和短篇

小说《山神》《彝寨情殇》，以及贾瓦盘加的短篇小说《猪

娃·牛娃·狗娃》《木呷拉且》、阿说伍萨的短篇小说《不

能忘却的怀念》、阿蕾的短篇小说《桎梏》、莫色日吉的

长诗《黑皮肤》、海来木呷的长诗《自叹》、阿克鸠射的长

篇小说《雾中情缘》、吉俄伍沙的短篇小说《大木嘎和小

木嘎》获得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这些作

品的问世和获奖，是当代彝文文学创作不断丰富和发

展的缩影，也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

然而，一直以来当代彝文文学批评的滞后，以及专

门文学史的缺席，不利于相应的彝文文学学科的建设。

为弥补当代彝文文学研究的短板，总结当代彝文文学

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规律，体现清晰的当代彝文文学发

展脉络与创造活动，以编撰文学史的形式，按时间维度

反映各个时期彝文文学发展的历程势必成为当前迫在

眉睫的重要课题。

主要的框架

编写一部当代彝文文学史，是见证彝文文学繁荣

发展的历史记录，也是建构彝族文学学科建设，以及彰

显彝族母语作家才华的记忆档

案。根据彝文作家文学发展的

实际，《当代彝文文学史》以

1978 年前后当代彝文刊物的

创立作为重要的叙述起点。这

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

史”的时间划分是不大一样的。

在《当代彝文文学史》的编

写中，既要从宏观上对当代彝

文文学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归

纳和评价，又要从微观上关注

文学文本、文学翻译与文学批

评，以便于呈现文献性、资料性

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单个母语文

学史优质文本，为扩大当代彝

文文学的对外影响，激发彝文

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彝文文

学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作出

贡献。由于前期搜集资料、文本

阅读、文本翻译和文本分析等

都有较大的难度，加之对重要

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存在差异，需要反复讨论和修改，因此由笔者

主编的这部《当代彝文文学史》，前后耗时8年的时间最终才得以出版。

这部《当代彝文文学史》由概述、当代彝文小说、当代彝文诗歌、当代彝

文散文、当代彝文影视文学、当代文学翻译、当代彝文文学评论7个部分组

成，大体呈现了当代彝文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状况，以及当代彝文文学发展的

经验与规律。除了文字叙述之外，各章节中还配有重要作品封面和代表性

作家的照片。这些珍贵的图片资料，使这本书更富有史料价值。此书力求

准确把握当代彝文文学的发展历史，对重要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阐述，

从而使当代彝文文学史含纳的对象和范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宽阔的学

术空间。

续写的建议

随着我国民族教育的大发展，彝语言文学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

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当代彝文文学的有关读物有了更多的需求量。在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彝文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续写动态的、历史的《当代

彝文文学史》必然成为未来需要持续推进的一项工作，也是重写新的彝族

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学者袁行霈所言：“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

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

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续写新的彝文文学史，有利于

丰富和深化当代彝文文学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总结和探索当代彝文文学

的创作成就和发展规律，为彝语言文学教材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文本，推动

当代彝文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

对于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的当代彝文文学而言，未来续写《当代

彝文文学史》时，我们既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当代彝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也

要关注作家、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记述，还要关注文学社团、文学期刊、

文学流派和文学传播等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期待各种版本彝文文

学史问世，为彝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彝汉双语教学提供更加优质的教材。

去年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广袤的内

蒙古别有一番风姿。那里的人们既开朗

直率又善解人意，既刻苦耐劳又能歌善

舞。从9月23日起一连5天，我们参加了

“粤蒙作家千里边防行”的采访活动。这

是广东省作协和内蒙古作协“结对子”之

后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9月23日中午12时许，飞机徐徐下

降到呼和浩特机场。“呼和浩特欢迎您”几

个大字让人倍感亲切。中巴车由机场向着

市区呼啸而行。沿路观赏，一轮午日放射

出灼人的光芒，而太阳下面却是一马平

川，令人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壮丽景色。大路两旁，顽强挺立着的是

白杨，它正在向人们昭示着大自然的生机

与活力。记得茅盾在《白杨礼赞》中赞扬白

杨是树中的伟丈夫，此话不假。

大青山脚下，距呼和浩特20里左右

的地方，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被人们

忘记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

王昭君已经不单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

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关于“昭君

出塞”之举，尽管古文人也曾有争议，将

之视作悲事甚至是恨事，例如杜甫的《咏

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

中论”。但综观历史，更多的则是正面的

评价，以清朝三位女性诗人的作品为例，

郭润玉的“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

美人”，方婉仪的“冢畔青青草色稠，芳名

史册著千秋”，周秀媚的“琵琶谈马上，千

载壮君名”，都包含着对昭君的敬仰之

情。到了现当代，人们对昭君的评价更高

了，特别是董必武的“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见识高”一句，充分肯定了昭君

的历史功绩。

内蒙古是歌舞的天堂。有道是，内蒙

古的小孩子未学说话便会唱歌，未学走路

便会跳舞。在这次采访中，我们确实领略

到了内蒙古人民能歌善舞的天赋及其火

热情怀。在呼伦贝尔恩和乡的一个牧民之

家，我们听到了充满草原风味的优美韵

律。无论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是

《骏马奔驰保边疆》，无论是《敖包相会》还

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或豪放浪漫，或

委婉温情，都让大家沉浸其中。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还走进内蒙古

的职工之家，见到“草原英雄小姐妹”龙

梅和玉荣。1964年，为保护公社的384头

羊不走失，姐妹俩在严寒的天气下奋战

一天一夜，导致双双受伤。半个多世纪

后，两位老人依然质朴、低调而平和。我

想，正是这种质朴与忠厚，构成了当时充

满理想的时代英雄那种公而忘私的优秀

品格。

在内蒙古，这样充满爱心、为集体为

他人无私奉献的事迹何其多。“瞧，这是

我们常说的蒙古额吉都贵玛，刚被授予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同团的张

君，指着一幅坚毅而慈祥的蒙古族母亲

的照片让我看。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

时期，内蒙古草原牧民收养了3000名上

海汉族孤儿。淳朴的草原额吉把他们养

育成人，这个真实的故事曾被拍成电视

连续剧《静静的艾敏河》而震撼着人们的

心灵。其中，不惜放弃自己的青春、爱情

而收养了28个汉族孤儿的都贵玛，就是

最感人的主角。

草原母亲的善行，感动的何止是受

惠的孩子，也感动了同行的张君。从

1996年起，张先生就有一个念想：“如今

广东人相对富起来了，我们也要承担起

这份爱的责任！”他在心里定下一个目

标：联系广东的热心人帮助3000名草原

失学孩子重返校园。从1997年开始，他

先后41次来到草原，走遍内蒙古各地，

一步一步去履行承诺。他自己也帮扶了

多名贫困的草原孩子，直到他们上大学，

参加工作。爱心，就在蒙汉两族人民心中

薪火相传，一直走向永远。

游走在这充满爱的氛围中，一种深深

的感慨于心头涌起：我们这次是来“结对

子”的。其实，在此之前，这种充满爱心的

“对子”早就结成了，而我们的使命，不过

是去延续这份无所不至的大爱情怀罢了。

浩瀚的内蒙古，无处不展示着其宽

大与包容。萧瑟的秋风已经迎面吹来，我

们感受到的却是浓浓春意。在“蒙粤两地

作协‘结对子’工作座谈暨《广东当代优

秀作品集》（蒙古文版）首发式”上，粤蒙

作家沉浸在两地自2010年结对子以来

所获得的愉悦中。在此之前，两地作家已

先后四次进行相互交流，通过采风、培

训、爱心接力等活动，加深了理解，增进

了感情。

作为文化交流，互赠作品无疑是最

好的纽带。这次联谊最大的亮点，是广东

和内蒙古共同精心编制的《广东当代文

学作品集》（蒙古文）的推出，让内蒙古朋

友爱不释手。我们把这书赠送给慈祥的

内蒙古老人，送给驻守边关的蒙古族战

士，也送给当地的文人朋友们。他们说：

“广东作家朋友赠与我们的，不仅仅是优

秀的作品，更是满怀的深情厚意！”

9月24日下午，在鄂温克旗文联，根

据广东省作协和内蒙古文联的统筹安排，

广东阳江市跟内蒙古兴安盟成为“结对

子”单位。当我紧握住兴安盟文联党组书

记刘贵森的手时，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

受从胸中升起。这种感觉从2018年10月

内蒙古作家到访阳江时便产生了。当时也

是广东作协和内蒙古作协组织的一次互

访活动，其中也有兴安盟的作家参与。“真

幸运啊，我们能成为结对子的好朋友。无

论怎样，在今后‘大海与草原的对话’中，

我们一定会紧握友谊之手，共同收获累累

硕果！”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情牵南北诚知己，艾敏珠江万里

吟。”这次特别的活动让两地作家更深入

地了解了彼此，相信我们充满诗意的交

往必将在互助共享中越走越远。

塞北雄风在 大漠永留芳
——粤蒙作家千里边防行拾萃 □林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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