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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声调，动听的歌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字获奖作品与获奖译者述评

□满 全（蒙古族） 阿布力孜（维吾尔族） 李惠淑（朝鲜族） 龙仁青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
评选工作已经落下帷幕，从蒙古文、藏文、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彝文、朝鲜文49部作
品和翻译奖申报者11人中最终产生了3部获奖
作品和5位翻译奖获得者。这些获奖作品和译
者，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四年少数民族作家的民
文创作和文学翻译的基本面貌。

在获奖作品方面，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
巴依以其深邃的笔触，匠心独运地创作了长篇小
说《花儿永远这样红》。这部小说以帕米尔高原
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塔吉克族牧区为背景，通过栩
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构建，生动
展现了在党的关怀与自治区“访惠聚”驻村工作
的强劲推动下，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民族团结如一家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深情颂扬
了党和国家给予的民族优惠政策以及各族人民
间的无私互助，高扬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伟
大旗帜，以及塔吉克民族世代传承的护边情怀。
《花儿永远这样红》不仅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
史诗，更蕴含了对自然生态的深刻思考。小说
中，牧区人民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坚守“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倡导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精心守护着祖国西部
边陲的这片净土。在不懈的努力与各族人民的
鼎力支持下，昔日的高原牧区已蜕变为引人入胜
的乡村旅游胜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外，小说
巧妙穿插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诞
生故事，以作曲家雷振邦在帕米尔高原的亲身
体验为线索，细腻描绘了他与塔吉克族牧民赛
尔阿麦德老人之间结下的不解之缘，这一段跨
民族的深厚情谊，如同高原上的雪莲花，纯洁而
动人。小说语言流畅而富有诗意，场景和细节
描绘得细腻入微，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遥远的高
原之上，亲身体验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与日常
生活。主人公拜格孜亚与古丽斯玛之间纯真而
坚韧的爱情，更是一抹动人的亮色，他们携手共
进，以坚强的意志、无畏的勇气、不懈的努力，共
同书写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的壮丽篇章。

蒙古族作家阿尤尔扎纳的中篇小说集《蓝天
戈壁》包含《蓝天戈壁》与《怀抱太阳》两篇作品，
深刻描绘了广袤戈壁上的人性光辉与生命救
赎。《蓝天戈壁》聚焦牧人格日勒巴图如何以非凡
的爱心与毅力，引领一位误入歧途的“问题青年”
卓拉巴雅尔重归正道。格日勒巴图是一位身怀
祖传医术、以放骆驼为生的牧人，家庭简朴却充
满温情——女儿执教于城市，儿子则远赴他乡攻
读研究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格日勒巴图在探望
女儿途中重逢故友宝音图，得知其子卓拉巴雅尔
深陷困境，刚出狱便面临生活的重重挑战。出于
深厚的同窗情谊，格日勒巴图毅然决定将卓拉巴
雅尔带回戈壁，用大自然的力量与家族的智慧对
其进行救赎。在戈壁的严酷环境中，格日勒巴图
不仅以医术与爱心为卓拉巴雅尔解毒，更引领他
领略自然之美，逐步唤醒其内心的纯真与希望，

卓拉巴雅尔最终在格日勒巴图的关怀下重获新
生，爱上了那片曾经排斥的戈壁，实现了灵魂的
救赎。《怀抱太阳》以一对老人百代与阿奴金的视
角，展现了城市边缘群体的坚韧与温情。为供女
儿留学，二老不惜抵押草场，步入城市，以拾荒为
生。阿奴金，这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老妇人，
在日复一日的拾荒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
热爱与希望，每天遥望旭日和落日获得能量与愉
悦。她不仅常常援助其他拾荒者，更在一次偶然
中救起了一名残疾婴儿，为其取名“娜日娜”（意
为太阳），寓意着新生与希望。命运的转折发生
在阿奴金发现一笔意外之财后，他们带着娜日娜
踏上了求医之路，而此时，学成归来的女儿乌云
娜也带着男友回到了久违的家。作者通过描写
平凡人物的不平凡故事，歌颂和褒扬了人性中的
善良、坚韧与无私，向读者传递人间大爱和人间
真情，深刻揭示了爱与付出对于改变命运、点亮
生活的重要意义。小说语言幽美而流畅，富有地
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文本叙述平缓而延绵，在不
动声色中铺开情节，缓慢展开中讲述故事，风景
描写细腻而宏阔，风景、故事和人物交相辉映，表
现出雄浑、苍茫、辽阔和悠扬的戈壁诗学风格。

朝鲜族诗人金荣健诗集《鸟声呖呖鸣冬山》由
“季节的路口”“花之记忆”“岁月的脊背”“孤独的
幸福”“自画像”及“驶向山顶的小船”等组成，共辑
录诗篇150首，每一首都如同璀璨星辰，照亮心灵
的夜空。金荣健的诗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淌过读
者的心田，他以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温婉的笔触，
勾勒出家乡土地上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字里
行间洋溢着对世间万物无尽的眷恋与对生命价值
的深刻探索。他的诗歌风格一贯秉承大气、豪放
与刚健之美，如“如同在一滴水里阅读宇宙的气
息，在一株草、一缕风里思索存在的理由”，表现出
大气、豪放的风骨。家乡、亲人以及人生的感悟构
成了贯穿全文的温暖脉络，《思念化作了白雪》《父

亲孤独的身影》等诗篇，通过细腻的回忆与情感的
抒发，展现了诗人对过往岁月的深刻怀念与对亲
情的无限珍视。《伊的25小时》《月牙》等篇，以家
乡的美景为载体，寄托了诗人对故土的深情厚谊
与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春天的溪水》《空船》
等描绘自然与民俗的诗篇，更是流露出诗人对宁
静乡村生活的向往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金
荣健的诗意境深远，情景交融，仿佛一幅精致的水
墨画，空灵而静美。他笔下的景物，不仅仅是自然
之美的展现，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映射，蕴含着坚
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与奋进的勇气。这些诗篇
如同悠扬的歌声，在读者心中久久回荡，给予人们
积极向上的力量与启迪，让人在品味中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与希望，勾起对往昔岁月的温馨回忆与
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

在获奖译者方面，艾布是一位来自东乡族的
作家与翻译家，自1985年起便深耕于文学沃土，
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不仅
出版了《那是一个月夜》《马兰花》等诗集，还翻译
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木垒河》《驻村笔记》等长
篇小说，向广大读者推介，为文化传播贡献力
量。艾布的翻译作品深受业界认可，本次参评的
《驻村笔记》是笔记体长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独
特视角，深情讲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壮丽史诗，
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与不屈精神。艾布
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广博的文化知识以及较高
的文学鉴赏力，巧妙融合意译与直译之长，运用
生动形象的修辞与比喻，精准捕捉并再现了原作
的文化精髓、地域风情、语言韵味及人物性格，使
得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流畅易读。文学翻译，
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简单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艾布通过自己的翻译，参
与搭建这座绚丽的彩虹桥。

朵日娜是蒙古族文学翻译界的优秀代表，其
翻译生涯跨越30余载，深耕文学翻译的沃土，硕

果累累。她相继译介并出版了《阿拉善风云》《遥
远的大漠》《饮马井》《断裂》《在诗的深处》《我的老
师昭那斯图》《我给记忆命名》等多部作品，展现了
深厚的翻译功底与广泛的兴趣领域。她在文学期
刊上发表了多篇翻译作品，累计字数超过200万
字，涵盖了50余位蒙古族作家的多种文学体裁的
作品。本次参评作品《我给记忆命名》是一部回忆
性叙事散文，由《最初·最早》《在台东的画展》《关
于诗》《回家的路上》及《我给记忆命名》等部分构
成。朵日娜以其流畅自然的文笔、精准深刻的译
介，将原作的情感与意境完美再现，让读者仿佛穿
越时空，亲历那些珍贵记忆的点点滴滴。朵日娜
凭借卓越的语言能力、开阔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
蕴以及丰富的翻译经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
蒙古语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坚实的桥梁，为中华多
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玉苏甫·艾沙是一位才情卓著的维吾尔族作
家与翻译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在文学创
作与翻译的广阔天地里深耕细作，尤其擅长将民
族文学的瑰宝译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他著有
脱贫攻坚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博格达来信》，
以维汉双语呈现，深情讲述了扶贫攻坚的感人
故事，展现了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奋斗历程。
在翻译领域，玉苏甫·艾沙更是成就斐然，他先
后译介了《王三街》《绿叶》《春暖大地》《传世瑰
宝》等9部长篇小说，翻译发表《和田于氏后传》
《老爷车》《江布拉克》等20多部中篇小说、《粉
红晚霞》《花牛》《慧眼》等30多部短篇小说。本
次参评翻译作品《王三街》是一部以真实人物王
三及其养父王福才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通
过细腻的笔触再现了阿克苏那条承载着百年历
史的著名商业街的风貌。玉苏甫·艾沙以扎实
的语言文字功底与深厚的文学修养，将原著的
灵魂精准而生动地传递给汉语读者。他的译文
质朴自然、诙谐生动，既保留了原著的民族特色

与文化风格，又巧妙融合了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使得译文既准确流畅，又易于理解，极大地提升
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赵有年是一位成绩突出的藏族作家与翻译
家，自2009年起，他便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笔耕
不辍，佳作频出。赵有年的创作领域广泛，既有
《石头村里杏花开》这样的长篇小说，以细腻的笔
触描绘乡村生活的变迁与温情，又有《温暖的羊
皮袄》《炊烟笼罩的牧场》等中短篇小说集，以独
特的视角探索人性的光辉与生活的真谛。同时，
作为一位翻译家，他译有《悲鸣的神山》《平凡人
生》，以及《格萨尔王》系列中的《象雄珍珠宗》《雪
山水晶宗》《天竺佛法宗》等。他的翻译作品，既
忠实于原文的神韵与风格，又巧妙地融入目标语
言的表达习惯，实现了归化与异化的完美平衡。
本次评奖中，赵有年提交的翻译作品是《悲鸣的
神山》，主要讲述了解放前青海藏族牧民与土匪
英勇斗争的故事。在保留原作民族特色与文化
元素的同时，他注重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化适
应性，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轻松跨越语
言的障碍，深刻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与情感的共
鸣。赵有年的译文，以紧致练达的语言、精确到
位的表达以及清新自然的风格著称。

郑风淑是一位优秀的朝鲜族作家与翻译
家。她的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散文、报告文学、小
小说乃至歌曲等多个方面，同时深耕文学翻译。
郑风淑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译作《南大川》与
《魏氏祠堂》等，均展现了其深厚的翻译功底与对
文学的深刻理解。本次评奖中，郑风淑提交的翻
译作品《魏氏祠堂》是以中国江西农村为背景的
长篇小说，细腻描绘了魏氏五代人的家族兴衰
史，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一
个大家庭从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转型的曲折历
程。郑风淑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锐，深入文
本肌理，精准捕捉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情感脉络，
力求译文达到“信、达、雅”的境界。她以流畅而
精准的语言，再现了原著中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
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家族
命运背后的哲理思考。作为长期从事文学翻译
的作家，郑风淑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精准传达，
更致力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她巧妙地将内地
悠远的地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相结合，
通过鲜明的对比与碰撞，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与多元共生。

本次民文获奖作品及译者无疑是近年来我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辉煌成就的重
要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将有更多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优秀作品应运而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文化繁荣
发展的新篇章。

（满全系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师范
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阿布力孜系中国民族语文
翻译局维吾尔文室译审，李惠淑系延边作家协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龙仁青系青海省作协顾问、青
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长；以上均为第十三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由个人通往“无数的人们”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作品述评

□饶 翔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民文获奖作品及译者是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辉煌成

就的重要例证，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共同谱写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新篇章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获奖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和

时代风貌，也看到了更多来自基层的作者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样态，展现出作家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将

写作扎根于脚下土地的使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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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功能角度对散文创作做一个粗略的
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抒情的与载道的两类。抒情
者，抒发个人情志；载道者，表达公共思想。在本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散文作
品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灌注在创作中的这两
种价值诉求，以及所带来的内容与形式上的不同
风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与父亲书》和《洱海
笔记》。

《与父亲书》是土家族作家向迅写给父亲、献
给父亲的书。父亲是那个特定的预设读者。如此
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一封给父亲的
长信。由于书信的私人性质，我们也可以将之视
作个人情感的倾吐——“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
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
的话”。的确，由于中国农村传统父子关系中常见
的情感交流障碍，作者懊悔于在父亲生前所未能
充分展开的交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父亲生命认
知的不足，他唯有在父亲去世后，召回过往，编织
记忆，以文字来进行弥补，展开救赎。作者通过绵
密而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向父亲的生命深入掘
进，父亲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与形象。作者
以深沉情意所练就的文字，相信会令每一位人之
子深深共情。《与父亲书》同时也是一部有难度的
写作，作者试图打破纪实与想象的边界，以弥补
记忆之模糊与不足，它在语言和文体上的探索，
体现了本届散文创作艺术性的高度。

《洱海笔记》是白族作家北雁的一部主题性
的长篇纪实散文。这是一部在行走中诞生的作
品，作者从2018年春天开始，沿洱海徒步行走，
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历时十个满月，跨越四个
季节。他深入洱海沿岸的所有村落及河流、山脉、
古迹、名胜、岛屿、湖滨，考察洱海现状，寻访洱海
历史，然后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途中的所见
所闻所思。在其中，作者融合了生态学、人类学、
民俗学、文学等多个视野与方法，对洱海的地理、
生态、历史、文化、自然、民俗、民居建筑等多方面
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呈现出洱海的自然美与
人文美。作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洱海的自然文
学，这既是一份关于洱海的田野调查和地情报

告，也是一本关于洱海的生态忧思录。曾几何时，
洱海的生态恶化令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无比忧
心，他动心起念出发行走正是为了深入了解洱海
保护面临的困难问题。而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洱海”“洱海清、大理兴”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作者更感到由衷的喜悦。他通过文学创作生动阐
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便是《洱海笔
记》所载之道。

当然，所谓抒情与载道并非泾渭分明，抒情
也每每具有社会性意义，兼具内省性与公共性两
个面向，而载道者亦有自己的观点、情感、趣味与
倾向性。其间关涉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小
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融合。优秀的散文创作
每每能从自我出发，而通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在本届初选和获奖作品中，不乏优秀抒情
之作，所抒之情皆为人之常情，如亲情（《与父亲
书》《大雪是被子》《绿皮火车》《兄弟记》）、友情
（《兄弟记》既写了亲兄弟情，也写了结拜兄弟之
间的友情）、乡情（《时间之野》《沙卜台：无锁的村
庄》），以及日常生活情趣（《帮助南瓜》《火塘书
简》）等。同时，也不乏书写广阔社会和不同人群
的作品，如《洱海笔记》《大地的云朵——新疆棉
田里的河南故事》《蕴情的土地》等。散文作者的
自我抒情中蕴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而在朝向外
部世界的探求中，也总是隐藏着一个复杂的自
我。正如向迅所言：“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
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他从出生到辞世，长达
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恰好见证了这个国家五十年
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尽管他们多为草莽，在历
史面前面目模糊，但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
少不了他们的一双手。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他
的个人史，既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
历史的缩影。”

散文创作贵在真诚。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提
出，“真诚”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
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在现实中，“实际的感情”

“内在的自我”却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
角色”的道德考量。“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
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

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状态的。”藏
族作家王小忠的《兄弟记》便是一部富含勇气的
真诚之作。作品是写兄弟之事，但作者并没有将
叙写的中心放在世俗兄弟深情上，而是通过家庭
内部兄弟之间以及村庄左亲右邻矛盾龃龉、亲疏
关系的变化，来写故乡的现实、风俗、伦理道德的
变化——“变化是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
一位外出求学离开故乡多年的知识分子，王小忠
多少受到鲁迅的影响，对家乡的变化怀着“归去
来者”的复杂感受，“离开故土短暂的二十余年，
我的故乡似乎已无法和自然纯朴、和谐安详联系
起来了”。在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里，更多的人
似乎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我。兄弟、乡亲之
间，因为日常生活琐事，尤其是现实利益而导致
的矛盾纠纷甚至吵闹决裂更令“我”不堪，“我只
是觉得，生我育我的乡村和爱我恨我的亲人们都
走在相互背离的道路上，有点痛心”。作者以手
记的形式写的这些文字，难免带有个人情绪，也
决不能代表乡村的全部现实，但他对现实忧虑的
表达却是坦诚的，那恰恰也源于对故乡与亲人的
深情：“自古以来，有故乡的人都在寻找故乡，几
十年后，我们的故乡会在哪儿？”令“我”欣慰的
是，“似乎是突然之间，大家对生存环境有了清醒
的认识——吃好穿好已经不在话下，如何让自己
活得舒心才是关键所在。不仅在乎生命的长度，
村里人更开始在乎生命的宽度”，“我”也重燃起
对乡村未来的希望与信心。《兄弟记》下篇写“我”
与异姓兄弟胡林生的友情，温馨动人，与上篇亲
兄弟之间的隔阂形成比照，也提示我们，作品上
篇的沉郁之笔所表达的，是对世间真情与美好的
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获奖作家均出生于
1980年以后，他们以富于时代感的内容和具有
创新性的形式，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注入新鲜的
血液，带来了生动的气息。其中，向迅、羌人六、王
小忠等人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散文创作的中坚
力量。青年作家羌人六198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
羌族农家，上大学前便开始写诗，在考入成都体
育学院后仍没有放弃写作，文学创作一直贯穿在

毕业后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些经历都被他
写入了散文集《绿皮火车》。“二十世纪末，川西北
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
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
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断裂带也是
羌人六文学的根据地，那里有他的故乡、亲人，是
他的过往与来路，也是他面对未知未来的根基与
底气。他的“绿皮火车”载满乡愁，载着他离开家
乡，去往城市漂泊、打拼。凭借这辆“绿皮火车”，
他逆时光而上，追寻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
那些与贫困、艰辛，也与爱、与坚韧的生存相关的

“断裂带”的岁月。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使他敏感
早熟，而青年人的激情和锐气犹在。在他笔下，那
些肆意流淌的文字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
特的意蕴。

作为本届最年轻的获奖者，本名马骏的回族
青年作家柳客行，1995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他
自童年起便承受着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困扰，只能
依赖轮椅和家人的照料生活。文学成为他的救赎，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使他如遇知音，给予他心灵
的启示与力量；他也拿起笔开始创作，文学是他为
自己找到的那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了身边的世
界。在散文集《青白石阶》中，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
的心路历程：西海固小城路边的一排青白石阶曾
见证了他刻骨的孤寂、彷徨与被放逐感；而亲人的
无私奉献、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生活中那些数
不清的美好瞬间，也被他默默珍藏，终于，他完成
了自我疗愈，让自己的灵魂勇毅地站立起来。在柳
客行的散文中，我们读到的不是不幸者对于命运
不公的嗟叹与哀怨，而是一颗敏感、内省、具有深
度，同时积极向上、向善的心灵。

参评本届骏马奖的众多散文作品，不仅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和
时代风貌，也展现了更多来自基层的作者和广大
人民的生活样态。同时，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
到，一名优秀的作家要有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为
人民写作，将写作扎根于脚下土地的使命意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第十三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