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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评奖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

骏马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最高
荣誉之一。本届骏马奖评选是习近平文化
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后的第一次，示范引
领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6月的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第二个结
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
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
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
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增
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
着独特的“文以载道”作用。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几千年前，《诗经》
就融合了黄河流域及周边邦族的文学传
统，《楚辞》融合了长江中下游及周边邦族
的民歌传统和方言声韵。秦汉时期，列国
文化交融，诸子百家会通，融农耕、草原、海
洋文化于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
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绿洲文化结合而
生成北朝文艺，与南方山地湖泽文化结合
而生成六朝文艺。隋唐时期，南北文艺混
一，唐的十部乐中就包括龟兹乐（库车）、西
凉乐（河西）、疏勒乐（喀什）、高昌乐（吐鲁
番）、高丽乐（东北）等十个地区的多个民族
音乐，这些“胡部新声”促成了从“诗”到

“词”的转变。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各政权
对峙，虽然党项、契丹、女真人借鉴汉字另
创文字，但汉字仍是通用文字，大家仍都共
传儒学，考古发现各政权的文化共同性远
远大于差异性。元明清时期，戏曲和小说
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共同性更是远远大于差异性。契丹人
元好问的诗，色目人萨都剌的词，满人纳兰性德的小令，都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确的一体意
识。如各民族神话都有盘古、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禹的源
流，都有“同源共祖”的叙事；无论《江格尔》《格萨尔》《玛纳
斯》三大史诗，还是古老象形文字记载的东巴史诗、贝叶上
的傣族史诗，以及流布于南方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都共
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集体记忆。东汉云南白狼王
曾以地方语言创制《白狼王歌》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金
朝完颜亮以《题临安山水》表达一统天下的抱负；畏吾儿元
曲大家贯云石以写屈原来体现对儒家政治操守的追求；元
代哈萨克诗人廼贤以写岳飞来赞美保家卫国的忠义。这说
明，中华文化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族别差异。在各民
族文人的心中，来自哪个族群并不重要，天下、忠信、仁义这
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才最重要。而这共同价值观便是
凝聚多元的“一体”。到了近现代，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断表达坚定的“中国”认同。如抗战
时期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用维吾尔文创作《中国》一
诗，抒发中国“就是我的故乡”；哈萨克诗人唐加勒克用哈萨
克文创作《誓言》，将“中华”视为自己的眼睛。新中国以来，
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彝族、壮族、白族、傣族
等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家都以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以“祖
国”为题的诗歌与小说，用饱含深情之笔，共同书写着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强
化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
共同信念。

有人会说，有了差异性、多元性才会有文学的丰富性。
但丰富性不能只来自于单一民族，更要来自于不同区域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要来自于从差异寻求
共同、从多元凝聚一体的历史进程。近几十年来，受西方民
族理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
国家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怪象——作家们都从总体性、时
代性中退却，更加关注差异性、特殊性。如选择单个社会群
体孤立发展的叙事模式；如选择构建单一民族封闭的历史
谱系；如选择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疆的二元
对立；如选择割裂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密切联系，产生以
自我为中心的夸张表述。文化多元主义原本是保护弱势文
化的“栅栏”，走向极端便成了画地为牢的“藩篱”，造成文化
间的彼此敌视和排斥。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道路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道路
不同。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总能使多元与一体、相互矛盾

的事物辩证统一。民族文学创作应把握好
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虽拥有
多元的地理人文样态，但我们有一体的国
家建构，一体的中华民族，一体的政治文化
认同。不管使用哪种语言，民族文学创作
都应既深入挖掘各民族独特人文之美，又
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如写西
藏，怎么独特都可以，但不能写成独立的喜
马拉雅文化圈，因为真实的历史是古代西
藏在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向东看的。同理，
写西域的别忘了他们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
向东看，写南方族群的别忘了他们历史上
一直向北看，写北方族群的也别忘了他们
历史上一直向南看。绝不能越写越远，脱
离史实与一体。当然，我们也应牢记所有
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从
中国历史看，凡是更好促进了共同性的差
异性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维护与发展；凡是
损害了共同性的差异性文化，最终都会被
时代淘汰。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民族文学作品的第一评判标准，就看是否
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希望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期，国际上一些人大打“民族牌”，试图分
化裂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我们民族文
学相关的是，一系列学术性的错误史观影
响中国文学界的认知，比如刻意制造“汉
与非汉”的对立、“游牧与农耕”的对立、

“内亚与中国”的对立；说满蒙藏回不是中
华民族；说云南贵州广西是自古以来“反
抗国家”的无主之地。国内出版的一些民
族历史书籍往往受此影响，民族文学创作
也受此干扰。对错误史观不加以甄别，必

会影响文学艺术创作。
二是希望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国社

会正处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
价值追求复杂多变。有的作家赞美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
方式，有的在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发出文化落寞的哀叹，
有的只热衷书写单一民族的历史文化。这都是突出局部真
实而忽视了整体事实。如有一部反映藏族牧民虔诚转山朝
拜的电影，说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塑造了藏民的物质精神
世界，殊不知修好朝拜路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修缮好布达拉
宫与上千座寺庙的，以及修编好大藏经的也是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只盯住某一个切片呢？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应
突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各民族故事
丰富中华民族故事，以各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要全景式展现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
书写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
程，描绘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谐景
象。最终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三是希望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有力保障。
在美西方的强大舆论打压下，我们民族团结故事被歪曲成

“民族同化”，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被歪曲为“资源掠夺”，民
间文化传承保护被歪曲为“文化灭绝”。如果我们不奋起创
造新的叙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就将被定格在这些谎言之上。
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应担负起历史使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故事、经验、人物汲取到创作中来，面向海内外不同人群讲
好真实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
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是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
已联合印发了《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
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可在文艺创作、
评奖颁奖、教育培训、作家作品版权、民族语文翻译等领域进
一步推动全国民族文学工作形成一盘棋。

请各位评审把握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和中华民族整
体叙事逻辑，认真评选出那些既反映民族特色传统，更突出
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华民族共同形象符号；既体现各民族
对本民族的热爱，又彰显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高
度认同；既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彰显中华文化核
心价值；既书写各民族物质生活变迁，更体现各民族共同精
神追求的一系列优秀作品，使骏马奖能在全国民族文学领
域引领时代风尚。

（本文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
潘岳在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
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国家
级文学奖，自1981年创办至今，已经历十二届
评选，共计734部（篇）作品、44位译者获奖，在
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
出巨大贡献，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本届评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
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的首
次骏马奖评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后
的首次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今年又恰逢新中
国成立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刚刚胜利闭幕，值此重要时间节点，本届骏
马奖评选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华民族
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我国的悠久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
同培育的。民族文学事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民
族文学创作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
文学表达，民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
是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以来，新时代文学迸发出巨大活力，新
时代民族文学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下，全
国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辛勤耕耘、勇攀高
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建设、翻译和传
播等空前活跃，民族文学事业人才辈出、作家队
伍日益壮大，各民族文学交流日趋深入，多民族
文学交融共进的局面正在形成，新时代民族文
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新成
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
实到评奖工作中去，评选出四年来体现新时代
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成就与趋势的优秀作品，
不辜负文学界和全社会的期望。

一、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
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深刻
认识做好骏马奖评奖工作的重要性

民族文学工作既是文艺工作，也是民族工作，其导向性十
分重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和评选，目的在
于通过选拔、奖励和展示、推介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
是骏马奖的宗旨，也是评奖工作的根本遵循。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要义和主题
主线，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要
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一
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高
度重视评奖工作对文学创作和文化价值的引导、引领作用，始终
牢记“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路线方针，
深刻把握民族工作“十二个必须”的丰富内涵，把握新时代文学
的使命任务和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导向，以负责、专
业、审慎的态度和眼光，认真履行评委的神圣责任。

二、深刻认识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性，准
确把握文学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相互滋养、
携手并进的历史。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民族文学斑斓多彩、
别具风格，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曾以《格萨尔王传》《玛纳
斯》《江格尔》《敕勒歌》《木兰诗》等民族文学作品为例证，阐释中
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和价值传承，强调中国文学为中华民族提供
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华彩篇章的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
民族文学所独具的题材、技法、风格、气质，在文学交往交流交融
的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学共有共享的宝贵资源，深刻塑造了中国
文学的发展样貌。在此过程中，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
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始终是民族文学鲜明昂扬的主旋
律，民族文学始终秉承着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参与建构着中国
文学的整体发展、展现着中国文学的丰沛活力和多彩光芒。

民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文学事业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推出了一大批高扬主
旋律、富有民族特色、反映时代变革和人民奋
斗的优秀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民族
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有力地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
贡献，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
起，有效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要通过评奖的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民族文学事业持续繁荣，
使各民族的优秀作家作品真正融入各民族读
者的心灵和记忆之中，使中华各族人民心相
连、心相印的信念和情感更加牢固，共同投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

三、始终坚持评奖标准和原
则，评选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优秀文学作品

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评选，是检验和展示
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本
届评奖是2023年10月《国家民委 中国作协
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
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发布后的首次骏马奖评选，这对我们的评奖
工作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骏马奖的评选，要始终坚持思想性与艺
术性统一的原则。评选出来的作品，应当具有
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充分体现骏马奖的示
范引领作用。既要充分体现党的文艺政策，也
要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既要立足于新时
代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全局，也要立足于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评选出来的作品应
是展示民族新气象，铸就文学新辉煌的优秀
作品；应是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充分体现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理念，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作品；应是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对新时代伟大变革、人民主体地位、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予以深切关注的作品；
应是有较高艺术价值，题材风格多样，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作品。要始终牢记这样的标准和原
则，认真审读，深入探讨，把四年来真正反映新时代民族发展进
步，体现新时代民族文学卓越成就的精品佳作，精心挑选出来。

四、秉持公心，严守纪律，确保评奖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

中国作协的评奖工作一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
做好本次评奖工作，中国作协按照中央关于文艺评奖改革的部
署要求，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结合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情况、新特
征，对《评奖条例》和《评奖细则》作了进一步修订，力求程序更
加规范严谨，进一步提高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本届
评委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聘请，评委
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要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局和评
奖工作的全局，始终怀有公正之心，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宗
旨出发，以高度的团队精神和自觉的大局意识，充分沟通、密切
配合、形成合力，通过对作品文本的认真研读、细致比较和反复
讨论，遴选出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

评委会的风清气正，不仅关涉骏马奖的权威与尊严，而且
是评出好作品的基础和保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
监察组十分重视本次骏马奖评奖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专门设立
纪律监察组，对评选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评奖条例》中对评奖
纪律有明确规定，要以公正坦荡的精神，严格遵守评奖纪律，共
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评奖风气，不仅使评选结果经得起文学界和
社会的检验，也使评奖过程经得起纪律的检验。

从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开始，中国作家协会推出了
以国家级文学奖颁奖活动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活动，创造
性地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获奖作品的宣传推广、文学内容的多渠
道传播相融合，向全社会展示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最新成
就，营造读者广泛参与的“文学节日”。今年，中国作家协会将在
广西南宁举办“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及一系列丰
富多样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学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真诚期待着大
家的关注和参与，让我们相约广西南宁，共赴中国文学盛典，共
享新时代民族文学荣光！

（本文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在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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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潘 岳 张宏森
主 任：郭卫平 李敬泽
副 主 任：邱华栋 张 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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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委员会名单

本报讯 今年是作家陈残云诞辰110周年，7月25
日，由广东省作协、广州市文联主办的陈残云学术研讨会
在广州举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广东省作协党
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潘凯雄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50人参加会议。

陈建功表示，陈残云心系家国命运，他的艺术创作始
终与时代和人民同频共振，在当下散发出历久弥新的文
学与历史价值。陈残云的创作所涉体裁众多，在小说、剧
本、散文等领域都有极具影响力的成果。长篇小说《香飘
四季》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微妙独到的行文分寸、清幽恬
淡的水乡风情以及优美简洁的文学语言，均让人印象深
刻；其散文平实自然、娓娓道来，写景时情景相融，让人感
受到浓郁的南国气息。

张培忠详细介绍了陈残云一系列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创作事迹。他谈到，在今天重温陈残云的创作历程，
就是要学习他坚持文心向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坚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拼搏精神，坚持立足时代、挺膺担
当的为民精神，以及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创新
精神。

与会专家认为，陈残云是广东红色文学南国风格的
开拓者，是岭南文学的丰碑和珠江文学的代表，对新中国
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
中，陈残云出版各类体裁文学作品达26部，共计300多
万字，其中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山谷风烟》《热带惊涛
录》、电影《珠江泪》《羊城暗哨》《南海潮》都曾在海内外产
生过重大影响，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仍具有鲜明的启示
作用。总结探讨陈残云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艺术价值，也
是对新时代广东文学历史资源的回顾与展望，作家应当
以文学之笔，全面书写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推动
新时代文学不断由“高原”迈向“高峰”。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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