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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阔之境与发现之光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述评

□霍俊明

少数民族诗人的96部诗集参评本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民文作品10部，参

评诗人涉及20多个民族。它们整体反映了2020

年至2023年四年间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所取得的

突出成就和多元文化景观。这些涉及生命、文

化、区域、历史、民族、宗教的诗歌带有向传统致

敬的本源性特质。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区域的诗

人，通过异彩纷呈的诗歌文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凝聚成为万古星辰与大江大河。

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族裔信仰、属地性格、

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

被反复抒写，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这些精神

向度和文化载力变得愈发重要。具体到个体主

体性以及创作个性来说，每一个民族诗人又从情

感、经验、语言、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差异性的多元

化空间。这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的民族之诗、时

代之诗、现实之诗、命运之诗为当下少数民族诗

歌繁荣带来持续的活力与深刻启示。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地沿用了民族特质

和文化元素，在一部分诗人那里，“诗”与“歌”比

肩同在、相互融合。这些诗人站在雪山之巅、白

云之下、草原之上、河流之侧、火塘之畔展开喉咙

歌唱，词语搭载音乐的翅膀飞翔或低缓掠过。朝

鲜族诗人金荣健的诗集《鸟声呖呖鸣冬山》在民

文作品中最终脱颖而出，其独特的抒写方式、深

沉的情感、动人的旋律反映了朝鲜族诗歌的特殊

魅力，有力印证了当代民族诗人对悠久诗歌文化

传统的传承与再造。

此次参评作品文体多样、风格繁复，现代诗、

古体诗词、散文诗共生发展，长诗、组诗与短章彼

此辉映。在写作的碎片化、无方向感越来越突出

的写作情势下，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总体化的视

野和写作襟怀，而长诗就成为诸多诗人的选择。

对于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而言，长诗总是能

够在超大的精神体量、思想载力、繁复结构、内在

机质、修辞技巧等方面展现厚重、深邃、大气的艺

术魅力，能够在宏阔视野中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揭

示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诗学的诸多命题。以

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等为代表的长诗体

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在融合民族、地方、历史和时

代方面所做出的可贵探索。在抒情、叙事、摹写、

还原、想象的合力参与下，诗人通过对“民族史

诗”梦想的书写实践，体现了对“总体性写作”诗

歌美学的追求与抱负。《盘江魂》分为序诗、正文、

尾声三个部分，主体分为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

江两岸美、盘江遗韵、盘江之梦五个部分。牧之

笔下的盘江是宏阔的、激荡的、高扬的、深情的、

繁复的。这条江是诗人的记忆之根与生命之魂，

是诗人的精神出口和来路，是古调和新声交织的

和声。北盘江、南盘江已然成为地方性知识的诗

化档案，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场域。它们对应的不

只是自然、地理、生态、物象、事态，更涉及对生

命、故乡、祖先、族裔、原型、历史、民俗、文化以及

现实新变的深沉思考与深情礼赞，“我们内心的

悸动，在一场暴雨之后/把祖先们遗留的缆绳一

拉/所有的痛苦不再拖泥带水/所有的回忆都布

满我们无言的迷宫/而岁月的此时此刻/正在高

原之巅，在盘江两岸/追赶滔滔江水，不舍昼

夜……”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少数民族诗人一次

次写到了祖国大地上的河流。千百年来，河流在

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成为文明、历史、民族、故乡

的化身与象征，成为流淌不息的精神母体与生命

之源，成为波澜壮阔或静水流深的寓言，正如佤

族诗人张伟锋所抒写的那样，“这些年来/无论是

在上游的金沙江，还是在下游的澜沧江/我曾几

次说起，要在夜里/在江边听一听水流的声音”

（《夜色变深了》）。在诗人这里，水既是元素化的

又是生命性的，既是感受性的又是想象化的，它

是各种质素综合在一起的精神共时体，也是诗人

保持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盘诘、对谈和深度参与的

复调。水的流淌、奔涌、漫溯与精神主体性的漫

游、迟疑和伫望形成了主客对应关系，其间既有

对立也有融汇，既有真相也有幻象，既有现世也

有彼岸，既有永恒也有瞬间，既有斑驳命运感也

有时间前景的瞻望。

“大诗”“史诗”性质的文本既可以是鸿篇巨

制，也可以经由诸多“小文本”最终累积、转换和

提升而成，所谓积沙成塔是也。

出生于云南临沧市永德县的佤族诗人张伟

锋是目前国内青年诗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的

诗歌安静、内敛、深沉、盘桓、真挚，当然也有孤

独、裂变、空寂、虚幻之感，这正如他身后绵延起

伏的佤山一样。永德地区山谷多样，深切亚高山

宽谷、深切中山宽谷、深切中山窄谷、中切中山宽

谷、中切中山窄谷使得佤族儿女形成了沉静多

思、踏实勇毅的地方性格，“高山之上，力度相同

的两场雨。一次完成/生命催生。一次完成，对

野草的暗杀。我像个路人/我看见，并见证这一

切”（《佤山之雨》）。在不事张扬的性格以及收放

自如的文本风格中，张伟锋的诗歌充满张力与内

蕴，充满效力与活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充满磅

礴之气与新见之力。在诗集《空山寂》中，张伟锋

是一个田野考察者和坚执的返乡者。他以松弛、

平静而又深入、精简的笔调抒写出云南边地空间

的内在构造以及精神原乡机制，穿透表象对携带

显豁的文化元素的地方、空间、物象予以重新发

现、叩访、勘测。与此同时，佤族的诗歌文化传统

在张伟锋这里得到深沉回响与有力印证，歌唱与

叙事交织，外放与内收平衡，感性与智性兼顾。

张伟锋的诗歌镌刻了丰富的精神肖像和地方胎

记，在对现实、城市空间的观照中携带了个人化

的现实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在对生活、情感、自

我、命运、乡土、城市的深度探询与诘问中展现出

独特的语言魅力与精神重力。

以那萨（藏族）《留在纸上的心》和黄芳（壮

族）《落下来》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

智性的表达以及性别、思想、文化的观照上更为

注重个人性、内在化且不乏张力的静水流深式

的表达。

在那萨这里，由于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她

更为关注自我和生活背后那些幽微不察的命运、

未知空间以及精神世界。她的诗歌总是让我们

看到关于自我、生命以及万物寻求觉悟和自在的

过程。由此，诗歌成为生命诗学的载体，成为特

殊的精神信使。隔着世事的幕布和时间的栅栏，

信使正在朝向诗人这一边走来。那萨低缓的语

调、虔敬的表情、自在的内核、俯身向下的凝视以

及深沉幽邃的精神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凝恒、

深思、精敏、细密、幽微的内视者，不断化除执念

的觉悟者，不断挣脱肉身的冥想者，不断涉渡此

岸与彼岸之间的朝圣者。那萨诗歌中的背景、空

间是主体、自然与世界融通之后的精神、元素、原

型的化身。这些化身又在日常化空间、自然环境

以及冥想型的深邃文化情景中对应于一个个物

象、心象与幻象，对应于真实不虚的情感、经验、

感受的多棱镜，对应于生命中的终极问题与未解

之谜，“雪山拉下雾色帷幕，我行走其中/像一件

自由漏失的器皿/天因为放空而高贵了起来”。

由此，个人命运、精神情势与地方知识、民族元素

完成一次次的对话与融合，诗人的生命意志力和

包容的襟怀也由此得到磨砺与拓展。

黄芳与其他同时代女性诗人一样，一度在文

本中反复强化女性的身份、经验、意识以及文化

想象，她们通过理解、“扮演”、重组、建构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性”，用文

字试探命运的深浅。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一生

都是在准备、创作、修改自画像，由此诗歌分担了

自白、祷辞、安慰剂和白日梦的功能。在诗人与

自我、事物、空间、元素的对话、磋商、盘诘中，我

们看到，一个女性在不断地回望、面对、直视、打

量、凝视中，过去时的我、此刻的我以及未来的我

相互交织、彼此探寻。在《落下来》这本诗集中，

黄芳的诗歌已经随着“中年经验”的到来，越来越

专注于日常化的生存现场，以及不容回避的围绕

家族展开的死亡意识。她也总是能在细节和幽

微中激活出想象的闪电与低沉的雷鸣，能够在司

空见惯的表象背后上演戏剧化的灵魂舞蹈。黄

芳有些诗歌不乏紧张与锐利：“那天黄昏/我在报

纸的空白处/写了一小行字：在风雨中/抱紧良知

的骨头”。这再次验证了女性诗人天然携带的自

白品质和自画像的质素。诗歌是精神能见度的

产物，从而她们的写作也携带了深深的精神史的

印记。

在阅读此次参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诗歌作品的过程中，从诗人与环境的深度互

动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下一大部分少数民族诗人

仍延续了抒写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

方景观的路径。这些空间、景观作为民族的文化

元素、地方胎记、族裔信仰、精神资源深入到每一

位写作者的血脉和记忆之中。这一类型化写作

的空间优势是显豁的，这些意象、场景以及空间

也携带了民族记忆的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

而稳固的，写作者在无形当中也获得了地方性知

识的有力支撑。

在日常处境、地方元素、民族文化、母题意识

与幽微内心、精神型构、命运主题、语言方式、修

辞策略的深度对话与发现中，少数民族诗人的诗

歌闪现出异常动人的光亮。这些少数民族诗人

印证了无论是宏阔的诗还是幽微的诗，它们都应

该具有可贵的精神能见度和发现能力，具有发幽

烛微的目光，具备打通更多人的精神共时体结

构，具有将个体经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最终提

升为民族经验、历史经验、人类经验的求真意志

和写作能力。

对于所有诗人而言，他们最终一起站在了历

史、文化、诗学以及现实、自我空间的复合体当

中，接受读者、批评家以及时间法则审慎选择的

精锐目光。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共绘绚烂民族画卷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作品述评

□纪红建

报告文学是深切地触摸时代脉搏和人类精

神世界的文体形式，它以其贴近现实的温度和扎

根大地的深度，成为新时代最为重要而又鲜明的

文学表达方式之一。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参评的36部报告文学作品，主题涵

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模

范人物、革命历史等方方面面，是对新时代全面

而深刻的书写。广大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拿起

手中的笔，通过身边的人和事，书写民族发展与

变迁，共绘绚烂民族画卷。其中，既有“国之大

者”，也有“民之小事”，特别是以吉米平阶的《幸

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牛海坤的《让世

界看见》、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

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张雪云的

《“海牛”号》、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等为代

表的五部获奖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精

神和风采，是新时代真实、立体、全面的生动呈

现。这些不同风格的叙事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多元一体格局。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采访

深度、叙事风格、思想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鲜

明特征，也是这几年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新

成就的重要代表。

第一，题材呈现丰富与多元。报告文学是时

代的晴雨表。注重对现实及时的反映、报告和表

现，精准把握时代的精神特质，彰显向上向善向

真向美的力量，是报告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藏

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是一部全面书

写西藏全面脱贫的作品，他选取了昌都、日喀则、

阿里和噶尔等地理风貌各异的地区为观察点，以

西藏近10年驻村工作和脱贫攻坚中的无数个事

例，细致书写雪域高原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与辉

煌成就。蒙古族女作家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将

笔尖对准脱贫攻坚一线，记录了蒙古族农牧民妇

女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在地方政府，以及

以白晶莹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从贫

困焦灼的生存状态走向自立新生的感人事迹。侗

族作家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

个窗口》切口是贵州的台盘村，这个大山深处名

不见经传的苗寨因一场场“村BA”赛事走红全

国，历经过艰难的脱贫攻坚，如今走在乡村振兴

路上，又呈现出新变化、新景象，是新时代广袤乡

村大地的一个缩影。苗族女作家张雪云的《“海

牛”号》聚焦国之重器——“海牛”号，其科研团队

不断创新、攻坚克难，刷新了世界深海海底钻机

的钻深纪录，不仅填补了我国海底钻探深度大于

100米、具备保压取芯功能的深海海底钻机装备

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已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深度”的象征。

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的主人公则

是全国“时代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参

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毅然回乡

并隐姓埋名，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

第二，素材源于大地与心灵。报告文学是使

命文学，也是行走的文学。令人感动的是，少数民

族作家纷纷走进生活现场，走进人物内心，进行

真切而又深刻的记录与表达。吉米平阶的《幸福

的旋律》散发着西藏大地的泥土芬芳。在他近10

年驻村工作和脱贫攻坚生活中，只要时间允许，

他总会到村里住上几天，与最基层的老百姓同吃

同住同劳动，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感受。为采写

《让世界看见》，牛海坤深入位于祖国北疆的科尔

沁右翼中旗，不仅感受这里的艰苦奋斗、乡村变

迁，更是走进草原绣娘的内心，倾听从她们灵魂

深处流淌出来的笑声。采写《“村BA”：观察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体现了姚瑶敏锐的社会

洞察力。2022年夏天台盘村的“村BA”火爆后，

他就萌生了创作报告文学的想法，随后他深入采

访、反复思考，始终以在场者的身份，以更加主动

的姿态去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找到“破

圈”的文化密码。为采写《“海牛”号》，张雪云大量

阅读科技和海洋方面的书籍，专程来到海边感

受，更是数月跟踪海底岩芯取样钻机“海牛”号首

席科学家、“时代楷模”万步炎带领下的“海牛”团

队，与他们同吃、同住，深入感受他们工作、生活

状态，聆听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故事。为采写《静

静的鸭绿江》，周建新数次来到辽宁丹东，徜徉在

山城村，行走在老英雄孙景坤曾经走过的路上，

感受着当年老英雄的奋斗足迹，听他女儿讲述着

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听邻居们讲述老人的故

事，对细节深挖细研。

第三，叙事表达鲜明而生动。报告文学在内

容上追求完全的真实，只有真实的故事才能打动

人。少数民族作家从最火热的生活现场挖掘到精

彩的故事后，运用文学的手法，让故事鲜活并直

抵内心。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用驻村工作和

脱贫攻坚中的无数个事例，包括异地搬迁、住房

改造、现代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的全面实

施，也涵盖了人工种草、蔬菜种植、鲑鱼养殖、家

庭旅馆、民族工艺、旅游开发等绿色经济模式，细

致书写出雪域高原干部群众的艰辛探索、农牧民

生活的今昔巨变。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紧紧围

绕主人公白晶莹的形象塑造展开描写，不仅写出

了一位优秀扶贫干部、民间文艺家，更写出一个

敢啃硬骨头的共产党员。作品深入到绣娘们的内

心，对她们心理和情感的把握特别贴切，人物形

象格外丰满动人。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窗口》既写了台盘村的前世今生，

也通过无数次零距离接触台盘村驻村第一书记、

致富能手、返乡创业者、乡村解说员等，寻找“村

BA”火爆“出圈”的文化密码，呈现出百姓欢喜、

村庄繁荣、国家兴旺的景象。张雪云的《“海牛”

号》以万步炎的科研经历和心路历程为主线，讲

述“海牛”号科研团队自强自立、不断创新，实现

技术超越背后的动人故事，并辅以深海资源开

发、中国探索深海的科普知识，全方位、立体展现

中国深海钻探的飞跃式发展，展现了以万步炎为

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的风采。周建新的《静静的鸭

绿江》真切地刻画出一位平凡而伟大、深受老百

姓爱戴的英雄形象，他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怕牺

牲，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计得失。

第四，思想内涵深刻且辽阔。优秀的报告文

学对现实应有全面深刻的揭示，这次获奖的五部

报告文学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均有探索与体现。吉

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在书写农牧民生活今昔

巨变之时，深刻体现了新时代西藏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的新面貌，展现中国最边远农牧区翻天覆

地新变化，讴歌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牛海坤

的《让世界看见》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妇女在脱贫

攻坚中的风采风范，也描绘了中国刺绣和蒙古族

刺绣斑斓的历史，是蒙古族农牧民妇女走上脱贫

路的产业扶贫史、刺绣扶贫壮歌，更是真实、立

体、饱满、深情的中国扶贫故事。姚瑶的《“村

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通过小切

口、小事件、小人物透视大时代，舒展出一幅新时

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魅力独具的画卷与各

民族和谐共生的时代画面，也为探索新时代的乡

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张雪云的《“海

牛”号》记录了科研工作者的质朴与善良、热情与

孤独、辛酸与幸福，彰显着时代气象和时代精神，

更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学抒

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现代化”“新质

生产力”重要论述生动而鲜活的阐释。周建新的

《静静的鸭绿江》表现了一位英雄的一生，博大、

浩荡、宽容，正如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他的初心使

命在入党的那一刻就从来没有更改过，不仅彰显

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家国情怀和英

雄风采，也折射出党的百年奋斗史。

时代呼唤报告文学，时代需要报告文学，也对

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深入采访，

文学呈现和思想表达，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双翼。梳

理这次参评作品，我们也感受到一些不足。如有些

作家采访并未深入人物灵魂的深处、事件的内核；

如不少作品表现手法较为单一，形象塑造不够生

动；又如思想表达的不足，让作品缺乏穿透力和思

辨力。当然，任何事物总是在探索中前行，报告文

学亦是如此。新时代为报告文学创作与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和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只要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创作实践，紧跟时代

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就能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又能启迪心智的报告文学佳作。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十三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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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获奖作品延续了抒写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方景观的路径。他们笔下

的意象、场景以及空间携带了民族记忆的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而稳固的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在题材选择、采访深度、叙事风格、思想表达等方面，呈现出了鲜明

特征，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展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