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教鹤然

3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刊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刊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刊

获奖感言

《花儿永远这样红》描写了居
住在祖国西部边陲的塔吉克族牧
民群众生活在政治、经济、社会进
程中所发生的奇迹般的巨大变化，
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了在党和国家
的亲切关怀、大力帮助下，塔吉克
族牧民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用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事例、真实的人
物形象和感人的事件，描述了塔吉
克族牧民生活的百年变迁，热情讴
歌赞扬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

人民对塔吉克族牧民的真情帮
助。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塔吉克
族群众的家乡迅速发展，种种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呈现出社会稳定、
人民生活富裕、各民族和睦团结的
大好局面。

小说体现了新时代精神，书
写了各民族在祖国的怀抱里血脉
相连，有兄弟般的情义，共同生
活，并肩战斗，也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高
尚精神和远大理想。小说赋予环
境保护工作应有的地位，并通过

具体的事例，积极倡导热爱大自
然、热爱家乡、避免对自然造成伤
害的生态理念。同时，爱国主义
思想通过人物的内心体验得到了
体现。

目前，小说已在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联播五次，第五次是在广大读
者的强烈要求下连播的，产生了积
极的社会影响，受到了读者的高度
评价。接下来，我要用心用情用功
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
诗，继续通过文学记录时代的壮阔
与美好。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1954年生。曾
任新疆喀什地委副秘书长，现为新疆喀什地区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库尔察
克》《冰山英雄》《帕米尔的雏鹰》，电影剧本《玉
石为什么这样清》，诗集《在这美丽的地方》等，
曾获新疆天山文艺奖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花儿永远这样红》以真实的人
物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描写了居住在祖国
西部边陲的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热情讴歌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塔吉
克族牧民的真情帮助。小说内容丰富，语言流
畅，可读性强，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花儿永远这样红》（维吾尔文）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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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生于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
个兵团团场，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
的中道要冲，属西域绿洲城郭之“渠
犁国”，为汉代屯田重地，自古便是
融多民族与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农业
垦区，有放牧和耕种的本地人，有操
着内地各种方言的人，有中原文化
的传续与进发，有西域绿洲文化的
浸润与创造。团场始创于上世纪50
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
兵、当地群众、内地支边青年于万里
荒原之上，共同营造兴建。

在此出生的我，天生携带一种
个体的生命经历与经验——多民族
文化身份。许多年后，我在他乡一再

回望故乡，才终有所悟。这令我在面
对日常里那些“分别心”时心怀畏
惧。这心理并不凸显在生命的外部，
它隐介藏形，默化在我的直觉、认知
与审美里，坚固持久，构成了我内在
的生命经验、记忆、情感与思考，造
就了我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影响了我在文学中书写和想象外部
世界的视野。

《阿娜河畔》中的阿娜河即指塔
里木河，“阿娜”二字，是维吾尔语

“母亲”的音译，小说中的茂盛农场
可被视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发
展史的缩影与片段。在搜集整理资
料的过程中，诸多关于此段历史的
体认逐日深化，由此生出一股写作
的紧迫感，要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

的壮阔与艰辛，看见那些无名创业
者朴素明净的心灵。

写作中，如何对历史与文学、时
代与个体、整体与局部进行推敲会
通，如何在经验与想象、时间与空间
上展开不同于以往的观照、思考和
尝试，其间的每一项，于我都是新的
挑战。《阿娜河畔》的创作，自始至终
都是一次奋力打开自我、努力超越
自我的文学实践。

“骏马”有着美好的寓意，奔放
有力、优美灵动，是积极进取的力与
美的象征，这些寓意令我在欢欣之
余备受激励，也使我更加确信，只有
让个体的经验与记忆融入历史与时
代、融入中华文明的洋流，文学之路
才能走得更远、更开阔。

阿舍，本名杨咏，维吾尔族，1971 年生。宁
夏作家协会副主席、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出
版长篇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
头》、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随笔集《托尔斯
泰的胡子》等。曾获宁夏文学艺术奖、《民族文
学》年度奖、十月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阿娜河畔》讲述了从20世纪50
年代到改革开放后，在新疆茂盛农场的建设
中，以明双全一家两代为代表的几代人，在边
疆建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
为生活而努力，多角度、多方位地描写了边疆
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讴歌了边疆人
民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可贵。

获奖感言

文学创作不是我的职业，是我
选择的一条精神之路，它给予我的
心理安宁和精神丰盈感，让我心生
感恩。《在高原》这本书里呈现的故
事、思考和探索得到读者的肯定，
给我的鞭策和鼓舞是巨大的，让我
对走好今后的文学创作之路充满
了信心。

西藏是我的故乡，我热爱这里

的一切，我的文学创作以这片高地
为原点。海拔高是西藏的特点，这
使它拥有极高辨识度的同时，也披
上了神秘的面纱。我深爱的是这片
高地升腾的烟火气息，豁达与乐观
的生命气质，所以我一直坚持对生
命百态的本真书写，期望自己的作
品有着岩石般粗粝的质地、高原般
旷达的精神气质。

《在高原》是我从时间的河流中
打捞出来的高原故事，我很难用几

句话描述《在高原》具体写了什
么。这里有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
事，有我对时间的思考，有对生活
底色的探寻，有对生命价值的追
问，有小人物在大时代变幻下的
命运起伏，有人类共同面临的情感
困境，更有各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向
前的人间温情。

这个故事的写作艰辛又漫长，
但我感谢自己坚持了下来，把雪域
高原上的烟火人间留在了笔墨间。

尼玛潘多，藏族，1971年生。《西藏日报》高级
记者、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紫青
稞》、中短篇小说集《透进病房的阳光》等。曾获西
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在高原》采用两条主线交叉并行
的方式结构故事，描绘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背景
下汉藏结合的茹玛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和西藏百
年历史变迁，展现了西藏的巨大发展，写出了历
史长河中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守望相助的血
脉亲情，高原人对生活的乐观与温情，女性成长
的心路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勾勒出民族融合、家国同构的历史脉络。

《在高原》 尼玛潘多（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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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本名盘文波，瑶族，1964 年生，广西
桂林人。曾任《南方文学》主编、桂林文学院院
长、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失
散》《英雄水雷》《眼睛里的声音》，中短篇小说
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光盘卷》《桃花岛那一
夜》《野菊花》《西去的合约》等。曾获广西文艺
创作铜鼓奖、《上海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以人与自然、人与
人和谐相处为主题，书写了漓江流域的人们保
护自然生态的故事。小说以明灯妈与九桑等普
通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明灯明山兄弟
巡山护山救治野生动物、明灯及老百姓保护香
楠树林、明亮回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小
说对漓江之美的描写，对人物心灵之美的刻画，
生动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烟雨漫漓江》 光盘（瑶族）

获奖感言

作为桂林人，漓江我再熟悉不
过了，不仅是熟悉漓江的山水，还熟
悉漓江两岸人们的生活。从我学习
写小说开始，就有一个心愿：写一部
关于漓江的小说。但因种种原因，
一直未能动笔。有时，恰恰就因太
熟悉而不识其本来面目，捋不清其
脉络，寻找不到陌生化的写作角度。

2022年元月的一天，突然有了
创作的冲动。但是一开笔，感觉熟
悉的漓江突然陌生了，有一种灯下
黑的焦虑。我感觉有必要再次亲近
漓江，再去看看漓江的山水和那里
的人们。于是，我制订出较为详细
的深入漓江、扎根漓江的计划，决定

以漓江源头地区为重点。源头，是
一条河流最重要的节点，没有源头，
就没有河流。有什么样的江河源
头，就有什么样的河流形态。

源头地区桐子坪是兴安县华江
瑶族乡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村庄，
是民族团结的示范村，既保留着瑶族
诸多传统习俗，又有现代生活带来的
活力，还是当年红军突破湘江西进途
中经过的地方，村前漓江支流之一
的六洞河洲子上至今埋葬着几位红
军，是英雄鲜血浸染过的地方，是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我跟村民喝油
茶，喝土酒，谈村史，谈当下生活，谈
年轻人的爱情，听他们设想未来。
有了与当地山民的深入接触，我找到
了题材和写作的金丝线。写作过程

中，卡壳时，我又去到源头地区。有
时，不一定接触具体人，哪怕是到那
里走走看看，呼吸一下那里香甜的空
气，都会激发出写作的热情和灵感。

通过深入生活，我发现那里的
人们，无论汉族、瑶族、苗族，还是外
来的职业巡山队员，大都纯朴善良，
爱山喜水，崇敬自然，懂得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法则，深知人与人和谐
共处的可贵。他们情感丰沛，充满
人间烟火气，世俗生活中积蓄着崇
高与神圣、情怀与信仰的力量。

每一次亲近漓江，她的柔软细
绵，她的安静和美，她柔中带刚的母
性力量，无不撞击我的心灵。有道
是脚板底下出新闻，同样，文学也需
要脚板丈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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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河畔》 阿舍（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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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起意以华山医院作为题材进
行创作，是从2017年开始。当时我
应邀为华山医院的职工做讲座，在参
观院史馆的时候，发现该院的历史是
一个宝藏，由是产生了创作念头。

华山医院是中国红十字会系统
建立的首家医院，是中国人最早的
自建现代化医院之一。它的主要职
责与红十字会宗旨相符：博爱、救
兵、赈荒、治疫，以公共卫生和人道
主义救援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从清
末开始的历次战争、疫情、自然灾害
事件中，华山医院都参与其中，身先
士卒。从文学角度来说，华山医院

的发展历程充满戏剧性，是非常好
的创作素材。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高一点，不局
限在一家医院，会看到上海在中国近
现代史上扮演着文明先行者的角
色。仅就医学领域而言，上海拥有当
时中国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出色的
医生，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医疗力量并
不只贡献本地，而是源源不断地支援
全国。在那个年代，许多白衣侠士挺
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拯万民
于水火，可谓一脉相承孙思邈“苍生大
医”的精神。上海近现代医疗界这种
大格局、大气魄以及大情怀，应该让当
代民众有所了解，让年轻人见识到上
海更丰富、更有层次的城市品格。

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我深入了
解中国近代医学史，不断被当年的大
医们所感动。其中有太多可歌可泣
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
民的仁爱精神，放到今日，仍不过
时。他们在乱世之中的艰辛与坚持，
应该让现在的公众了解。而是让他
们了解的最好方式，只有写出这种精
神的继承性与时代性，历史小说的质
感才能凸显出来。

历史小说的创作应该遵循“学
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原则，守
时代之正，创题材之新，从历史的矿
脉中挖掘出凝聚人类伟大精神的原
石，精心雕琢，使之在当下的时代放
出璀璨光芒。

马伯庸，本名马力，满族，1980 年生，内蒙
古赤峰人。著有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食
南之徒》《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古
董局中局》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
奖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大医》是聚焦公共医疗主题的长
篇历史小说，由《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组
成。作品以早期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兴起和发
展历程为背景，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第一代红十字会医生积极参与抗战救国、救
灾抗疫、筹建医院的数十年艰险过程，真实展现
了“人道、博爱、奉献”的医者仁心，呈现了中国
红十字会事业中的红色血脉和信仰。

《大医》 马伯庸（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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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