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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喜欢养花。还在我上小
学那会儿，每当春天，她就会在家门口的空地上
种上一排排、一行行的各色鲜花。到了初夏，这
些鲜花就会比肩盛开，把家门口装点得绚丽无
比。我叫得上名的鲜花有玫瑰、月季、芙蓉、美人
蕉、波斯菊、蜀葵、鸡冠花、夜来香、凤仙花、太阳
花等等，还有几丛奥斯玛草藏于其间。伊宁的夏
日夜色降临得很晚，母亲为我们做了晚饭，便会
进入她的花圃，在那里精心修理花枝、松土、培
土。母亲是医生，在一天的繁忙工作之余，这就
是她的最佳休息方式。让我惊讶的是，她有时候
会和那些花儿讲话。在我小小的心灵中我不敢
确定那些花儿是否听懂母亲的话，但是，从母亲
脸上漾起的笑容来看，似乎那些花儿已经作答。
父亲有暇时便会站在花圃旁欣赏和赞美母亲培
育的这些鲜花。每当这时，母亲会有一种最大的
满足感。而到秋天，母亲就会仔细地将玫瑰、美
人蕉等用土埋好，以期它们度过漫漫寒冬。然
后，她会精心收集那些波斯菊、蜀葵、鸡冠花、夜
来香、凤仙花、太阳花的花种，分类用纸包好，收
藏起来，准备来年春天播撒花种。而将芙蓉重新
栽回盆内入室。当然，母亲在室内也养殖一些盆
栽的天竺葵、令箭荷花、夹竹桃、橡皮树、仙人掌

等花木。有些便用做药用，比如仙人掌，谁家的
媳妇新产患了乳腺炎，敷上一枚仙人掌叶片便会
痊愈。母亲会欣然提供给那些登门索取的人
们。当然，这些花大多不是本地属科的。很久以
后，当我游历南方时，在那一方天地见到了它们
舒展的倩影。那时候，花木市场远不如今天发
达，甚或尚未形成，我不知母亲是怎样费心把它
们移栽来的。所以，即便是冬天，在我们家里依
然绿叶葱茏、鲜花盛开。而这些绿叶和鲜花成为
我童年记忆的一道风景。

今年端午节放 3 天长假，我回到母亲身边，
陪伴她共同度过父亲仙逝5年忌日。那天，当亲
友们走后，母亲对我说，你过来看看我养的这些
花吧。她说，你父亲走后，是这些花儿在陪伴着
我。

宽阔的阳台上摆着几十盆母亲栽种的花。
现在，为了免去冬日铲雪的劳作，早在父亲健在
时就已经让老父老母搬进了楼房。只是没有了
门前老人家可以自由栽种的花圃，阳台便成了她
的花房。母亲指着一棵仙人掌科的令箭荷花对
我说，你看这花，它不常开，但很有灵性，一遇喜
事它准会开放。前两天它就结出了大大的骨朵
儿，我就觉得你要来了，它在报信呢，你来了它一

准开放。你瞧，今天它就真的开了。我一眼看
去，那株令箭荷花的茎上，绽开着一朵硕大的红
花，鲜艳无比，煞是让人感动。母亲说，你看，那
边还有一盆，也结了两个骨朵儿，那也是为你到
来而开的，孩子。我回过身去，果然那两个骨朵
儿从两棵花株萌出，花须已经吐出，含苞待放。
母亲说，这两盆花真的很有灵性，当年搬家时，你
小妹妹差点把它给了人家，是我掐了一枝花株移
栽一盆给了邻居，把这两盆要回来的。母亲说，
它可灵验了，当年你父亲健在，正好香港回归，一
夜之间它居然开出了 37 朵鲜花；后来，澳门回
归，它又开出 32 朵鲜花。所以，我一直养着它
们。

我缄默无语。
记得在 2002 年的初夏，母亲陪着父亲来北

京瞧病。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老年性白内障和眼
底出血——事实上是糖尿病并发症。我们一连

多日陪同父亲到同仁医院。那时，崇文门环岛还
没有建成现在这种样子，我记得在东北侧路边上
有一些树，类似于高大的灌木。有一天，我在环
岛驾车踽踽而行，母亲突然从车后座上赞叹，瞧，
那些石榴花开得多鲜艳！我匆匆投上一眼，果然
有几树石榴红花盛开。父亲也应和道，哈，那些
石榴花开的真正叫好！末了，母亲说，要是在这
里让你爸和我留个影就好了。前面就是红绿灯，
我无法解释交通规则的限制——在这里不能停
车——前后左右都是滚滚车流。我只是含混地
说了一句，妈，回头再说吧，会有机会的。一分钟
光景，我驱车从这个环岛路口北转而上，赶到同
仁医院东院，扎堆在那里等候进停车场。没想到
那道风景自此只能永远留在记忆深处。而如今
让母亲赞叹的那些石榴花已不复存在，那里的路
口早已改造。更重要的是，母亲希望和父亲在这
里留影的美好愿望，也因我一时的紧迫和粗疏，
永远无法实现了。人有时候忙忙碌碌的真不知
道该珍惜什么。当一切逝去以后，才会明白什么
叫珍贵。

我回家一趟几个弟弟妹妹也很高兴，建议一
起游历附近的草原。我问母亲，今年开春以来您
出过远门到草原上走走吗？母亲摇摇头。我说，

那您和我们一起去草原上散散心吧。母亲不是
很情愿地跟着我们去了草原，她说她还有好多活
儿呢。当我们一行驱车来到伊犁河对岸乌孙山
上的阿吾利耶峰下（意为圣人峰。现在旅游兴
起，不知是谁很随意地把这座古老山峰的名字译
为白石峰，毫无特色），这里正是绿草茵茵，百花
盛开。我和几个弟弟准备驱车到雪峰下留影。
那里太冷，怕老人家着凉，就让母亲留在景点。
刚宰了一只羊，几个弟媳妇忙活着张罗煮肉炖
菜。当我们从雪山下来时，母亲手捧一束鲜花，
告诉我是她刚才从山坡上采摘的。我的心不由
得怦然一动，当年北京崇文门街头绽开的鲜红的
石榴花霎时在我眼前闪现。善良的母亲，她到现
在都这样喜爱鲜花，那是一个怎样美丽的心境。
在这个世上，只有心境美丽的人才会懂得鲜花，
发现个中最为朴素的美。我以为，这一趟全家出
游草原，最大的收获就是母亲采摘了这一束鲜
花。

翌日清晨，阳光灿烂，又是一个明丽的日
子。母亲捧着一个水晶花瓶给我瞧，那里插满了
她昨日从草原亲手摘回的鲜花，插在水晶瓶里浸
着水，那些花儿一夜之间一朵朵的已经怒放，母
亲望着花儿一脸的喜悦和满足。

母亲与鲜花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丹 增（藏族）：

经历是最大的财富，

文学是最美的生活。

民族文学是民族团结的使者，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晓 雪(白族):
今 年 4 月 8 日 ， 我 阅 读 完

《文 艺 报》 后 ， 就 想 用 什 么 题
材，从什么角度，来表现民族团
结这一重大主题？“4·14”玉树
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心
系玉树、支援玉树，报纸、广
播、电视每天都在报道玉树抗震
救灾的新闻，无数的英雄事迹、
人物故事、动人场景，感天动
地、催人泪下。我想，这不正是
反映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团结、万
众一心的最好题材吗？于是便一
口气写了一百多行的长诗 《玉树
之歌》。

我已经 75 岁，1998 年以后各类文学奖项都不再主动申
报了。这次《玉树之歌》居然获得了一等奖，我真是喜出望
外，兴奋不已。我认为这个奖非同寻常，意义极其重大。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
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这八个字，非常简明而准确地概括和描绘了新中国的民族关
系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只有平等，才能团结。只有团结互
助，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战胜各种灾害、克服各种困
难，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几千年历史上没有
做到的，我们实现了。感谢《文艺报》与国家民委文化宣传
司联合举办了这项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命名的民
族团结征文奖，感谢评委们对我的鼓励。在有生之年，我将
继续努力，继续歌颂我们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和谐幸福的
伟大祖国。

我注意到，这次征文只是第一届，第二、第三届将接着
举办下去。我能在第一届获奖，感到很荣幸。我相信，一届
一届地坚持举办下去，一定会产生既高扬时代精神又富有民
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的更多更好更新更美的作品。

山 哈（畲族）：
首先，我感谢征文组委会给了

我莫大的荣誉，感谢这些年来一直
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

但我要说，今天这个一等奖，
我只是一个代领者，这个奖，不应
只属于我一个人，应该属于“鲁迅
文学院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作家班”
的全体学员们，应该属于鲁院文学
院的老师和教职员工们，应该属于
那些关心和支持少数民族作家，关
心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
人们。

而我，只是作为普通的记录
者，用我手中笨拙的笔，以散文《鲁院歌者》的视角记录了
他们的精彩，所以，真正获奖的，应该是他们。

2009 年 9 月 6 日，我和 54 个兄弟民族的作家相聚鲁院，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此生最为难忘的一段岁月，那些日子，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不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
行动。我是畲族的儿子，我的家乡在福建和浙江两省交界的
大山里。唐朝“大作家”刘禹锡是这样描写我家乡的：山上
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
去烧畲。这个“畲”，就是刀耕火种的意思。历史上，畲族
因受历朝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被迫从广东、福建一路东迁、流离失所。我的祖先们在大山
里爬行，他们开没人开的荒山，种没人种的山田。但我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山哈”。畲语里，山哈就是山里的客
人，意思最清楚不过：过去的我们，只是大山里的客人。是
共产党解放了我们山哈人，从此成为大山的主人；是新中国
让我们山哈人走出大山，从此有了识文断字的学习机会；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我们山哈人过上了比蜜还甜的幸福
生活。为了怀念我的祖先，我所有作品均冠以“山哈”笔名
寄发，包括获奖的这篇 《鲁院歌者》。我想，今天也是我们
山哈人值得骄傲的一天，作为畲族的一名写作者，我从老师
手里接过的是一份厚重的肯定。

汪承栋(土家族)
虽然我在文学创作上不是首次

获奖,但八十多岁得个奖仍使我心
潮起伏，感慨良多。

投笔从戎离家早，我除了在部
队锻炼几年外，一直在少数民族单
位、少数民族地区从事少数民族工
作，长期实践教我深深懂得，党的
民族政策是我们的命根子，是空
气、是阳光雨露、是绝不可离弃和
忘却的。今天我们多民族欣欣向
荣、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国家费
了多少心血、厚爱关怀，社会使出
了不少力气支撑协助，搭梯子有
之，建平台有之，就是期盼我们更上一层楼，拿出更多更好
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多么优秀的大环境，多么理想的创作条件，没有野火遏
其生，惟有春风助其长，现在的关键是看我们怎样下工夫
了。

各民族的丰富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特色鲜明，各民族
的情感世界都非常丰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博大精深，尤
其在突飞猛进的改革开放热潮中，各民族人民日益提升的精
神面貌无不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作家诗人们身处富有的
金矿中何愁淘不到真金呢。

我现在已年老多病，想去采风的地方去不成，不想去的
医院还得去，再搞创作也难了，如果有感于怀，我还会写，
决不封笔。

多么钦佩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多么羡慕我的同行
们，在这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年代，为我们多民族的祖国讴
歌，万里鹏程已发轫，千秋事业正无边，我衷心地期盼着，
真挚地祝福着。

高 深（回族） :
散文 《我的几位维族朋友》获

奖，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
外。我写的几位维族友人，他们都
是天山脚下那群人中的优秀代表，
都是祖国的好儿女，是维族文人中
杰出的领军人物。他们就是在大漠
深处滴汗滴血滴泪歌唱的鸟雀，那
歌声唱出了人类彼此的尊重、信
任、团结、和谐；唱出一面闪烁着
五颗金星的旗帜。

我愿化作一只鸟，在下雨的沙
枣树林里，从早晨到夜晚陪着阳光
与月光歌吟。我的歌滴着汗珠与血
泪，它们一滴一滴地落在大漠，干
枯在大漠，我深信，这些从心底发

出的歌吟，终有一天会生长出嫩绿的颜色，笑逐颜开，早晨
头顶着几滴露珠，作为滋润大漠中生命的饮料。但是我也担
心文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没有很高昂的音调，没有直白
的赞美，只是字里行间仍充满着爱，爱这个国家，爱自己的
民族，爱充满幽默和智慧的生活。他们的爱，始终是春华秋
实、苦难与希望中的经山纬水。哪怕是一项琐事的一个细
节，都彰显着真诚和执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
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我将一如既往，发挥文学的力量，为各
民族的互相尊重、信任、友爱、团结，尽更多的努力！感谢
读者与评委们的厚爱！也向其他获奖的诗人、作家表示衷心
的祝贺！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
首先，在美丽的西宁，能参

加这个盛会，感到很荣幸。感谢
主办单位，对我作品的肯定和厚
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大
家庭里，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
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
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多彩的精
神文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每一
个民族，在建设国家事业的伟大
进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继承和发展了优秀的
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强盛，
为各民族人民和谐进步的新生活
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我
们各族人民共同的骄傲。从而在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作家，他们在各个领
域大显身手，为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繁荣民族文化，
促进家乡进步事业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来的
人们，做出了榜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团结各民族人
民，在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
中，继续发挥好作用，用团结的力量，用民族文化的力量凝
聚人心，鼓舞人民，到民众中间去，到基层去用文学的力

量，用爱的力量，用文化的力量，记录他们潜心学习，团结
人民，默默奉献，造福一方的大智大爱，在时代的舞台上，
留下他们的心声和形象，创造新时代的新辉煌。这是我们各
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能有所作
为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在不同的
地域和省份，在繁华的都市和遥远的边疆，有太多太多平凡
的人们，在生活和奔波的航船里，在不同民族群体里，为祖
国大家庭的和谐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这个美好的金秋，能获得第一届民族团结征文奖，对
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我要珍惜这个荣誉，把最好的作品献
给各民族人民。最后，再一次向 《文艺报》、国家民委文化
宣传司，青海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张怀存（土族）：
爱上涂鸦式的绘画和散淡的

爬格子，她使我快乐，然也很寂
寞。我常常在文字与绘画中徜徉
徘徊，敲着键盘却写不出所谓的
苦难文字，满心流淌的是幸福。
拿起画笔，却涂不出沉重画面，
满目是磅礴山峰和宽阔大海。我
沉浸在沁人心脾的墨香中，感觉
自己正跨越千年的文化；穿过庄
严宏伟的宫殿；轻抚历史的烟尘
和踏过繁华的城市，孤独豪迈。
写着，涂着。我在不同性格和均
已身份的朋友中穿行，和大家聊
着文化、艺术。我在金融界和 IT
业的佼佼者中混杂，调侃金融风

暴。每个日子就像是搭乘火车，上上下下，一拨人聚在一
起，一拨人又远行。

我生长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漠北草原，春天来临时，先是草
原上的草一点点地软了，一点点地绿了，渐渐地就有了微微的
褐红色，柔柔的光泽，不经意哪一天，当风儿唱着歌从身边走
过，草原上便荡漾起一片五颜六色的花海。秋天来了，风儿俯
下身子从草尖上掠过。草是坚硬的，风是坚硬的，它们戏弄出
很大的声响，将一排排绿浪推向极目不及的天边。10岁那年
跟着父母南下，从此便远离了草原。

梦中，曾多少次漫步在湿漉漉的草原上，让露水打湿裤
腿，凉凉地浸入肌肤。瞬间，但见天地相接的地方，一马平川，
没有阻隔，没有楼房，没有高架桥，也没有灯火辉煌的喧嚣，有
的只是一份豁达与坦荡。多年后这些美好却留在我记忆深
处。

我非常自豪生在草原这片沃土，因为草原，我人生的画屏
上才涂下了一抹绚烂的色彩。能参与“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为主题的征文比赛并获奖，我感到很高兴，作为少数民族
写作者，能用文字表达出对祖国、朋友的情感以及爱，我心充
盈喜悦、感激，更多的是珍惜。56个民族56朵花，全国各民族
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文化、享受生活。“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让我们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日渐增强，这些职责也不
断融汇于所有民族人民心中。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定会保持对生活的感恩，坚持和文学
艺术生活在一起，用文字绘画去影响孩子们的精神健康和高
贵的心灵。

李兴义(汉族)：
在这次民族团结征文活动中，

我的散文《我有一件藏袍》获奖后
我很感动，感动于文字表达了思
想，感动于在这篇文章中忠实地记
录了我的一次意外经历和体验，它
让我有幸认识了一位朴素而慈祥
的藏族阿妈。同时让我感动的还
有我对藏族阿妈的那种感激和敬
仰之情得到了传播。

这件事情过去好长时间了，但
是藏族阿妈极力援救我的那个瞬
间还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
涌上了一股暖流。这种温暖的感觉，只有母亲才能给我。我
不认识的那位藏族阿妈把那件漂亮的藏袍送给我，让我遮体
暖身的时候，她多像我的亲生母亲，关爱、呵护她的儿子。所
以，当我一次次打开那件漂亮的藏袍时，我的心里一直有这样
一种感觉：我有一位藏族阿妈，她站在远方不时地望着我，就
像望着她在外漂泊的游子一样；而我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叛
逆少年，面对着家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她！

一年后，我用我笨拙的笔写下了《我有一件藏袍》这篇文
章，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看，我要和他
们用文字去交流思想，交流情感，更重要的是让灵魂能在一个
自由的空间里拓展和延伸。

当我提笔写这段文章时，文学的力量使我懂得写作首先
是自己的内心活动，不是试图去教育他人。我写下的这篇文
章，它散发着我内心里那些柔软和温暖的气息。我希望这种
不同民族间的温暖，能跨越时空，到达它所能到达的地方，消
除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的误解与偏见，隔阂与障膜，歧视与仇
恨。让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和谐相处，共同谱

写新时期的壮丽篇章。
民族团结是中华之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作家们只有深入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深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创作出感染人、打
动人、感化人的好作品。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
从 1840 年到 1900 年，外国侵

略者与中国人民打了四仗,其结果
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
其可怜相，鲁迅作过传神的描写。
鲁迅一生差不多都在做这件事
——刻画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的中
国人的空洞相。他说，中国人的
处境无非两种：当奴才，以及想当
奴才而不可得。

民族自信心实为一个民族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距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去了
160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还没
有恢复到泰然自若的境地，狭隘

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崇洋媚外的心态仍然交织上演。
文学创作反映了这些心态。
文学作品最好的境界之一，是作家展示他身属民族的精

神世界，反映这个民族的痛楚和追求。从这个意义说，作家是
自己民族自信心的承载人，他爱自己的民族并从民族中得到
爱的回报。

他首先要具备民族自信心。
中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其独有的文学和自然景观，他们具

有汉民族不多见的单纯和浪漫。国破家亡之痛由人数更多的
汉族承担了。但这种珍贵的资质，却很少从少数民族作家的
笔下流露出来，如果不算张承志和霍达 （两位都是回族），中
国还没有类似于艾特玛托夫式的少数民族作家。而沈从文、
萧乾、张承志和霍达的文学来看，大体还是汉文化框架内的产
品。

像汉族老大哥一样（或者不如老大哥），少数民族作家亟
须提升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汉族老大哥从苏俄文学、拉美文
学中找宝，得乎其中。少数民族作家再从老大哥手里仿宝，得
乎其下，永无出头之日。

少数民族作家无须补唐诗宋词的课，要深补本民族传统
与民间文学的课。

少数民族作家更须革新观念，抛弃计划经济观念，尊重市
场，成为民族的心灵发言人。

少数民族作家要从官本位的束缚中挣扎出身，在文学而
不是职务上有所作为。

核心是爱，少数民族作家从对自己民族的爱中获取尊重，
在文本开拓中获得自信，在无尽的创造中享受美。

冯 艺(壮族)：
当得知拙文获奖的消息时，我

正在新疆与朋友们吃手扒肉，喝着
酒，唱歌跳舞，新老朋友中有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

那天，我再抵乌市，市内温度高
达 37℃，哈萨克老哥夏木斯·胡玛
尔对我说，市内太热了，下午我们一
起去南山，那里凉快。我心头一热，
多好的朋友，多好的民族兄弟。

在这个无数心灵已经干涸的时
代，需要一种比雨滴还要滋润、比
阳光还要温暖的东西，那便是长期
以来我国各民族兄弟般和睦相处，
和美共生的风景吧。因此，我想念
30年前那个温暖人心的季节——本是青年工人的我考上了中
央民院，我把它看做生命历程的一种幸福。这便是《致一九
七九》的写作动因，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季节里，我至少懂得
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尤其要尊重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
也懂得了要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和
传统是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条件。长期以来，中国边缘地方的
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
蔽的文化，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
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
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渲染了民众的独特气质。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在创作中体现自己民族的
特征，表现民族文化的内核，表现民族团结的精神，不断丰富
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这也许便是我在30年前邂逅的风景，
在这个风景下熏陶成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驱动我不断触摸
民族历史文化，并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审美化的描述，从而对本
民族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我想，这是作家的
天性和使命感使然。

美好的风景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各民族之
间的和谐也是建立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基础之上，人人都为
这道风景的生态建设而努力，这道风景就会更加温暖人心的。

用文学的力量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第一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获奖作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