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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作为一名生活在基层的土家族

作家，能够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感到高兴

和自豪。

首先，我要感谢《月光紧追不舍》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我的家乡位

于湘鄂交界的武陵山区，是以土家族

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改革开放给土

家山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更是让那片土地焕发

出蓬勃生机。作为一名基层公安机

关的宣传工作者，我见证了同事们为

维护辖区稳定、守卫一方平安，常年

跋山涉水、奔走于田间地头的一幕幕

感人画面。没有气势恢宏的大场景，

没有故事情节的大起伏，也没有人物

命运的大悲喜，正是这些基层警察的

众生相和平凡英雄的工作充盈着我

的内心，成就了我的文学梦。由此，

我深深感悟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

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可

能与创新，文学不能给历史留下空

白，作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缺位。

我要感谢长期以来所有关心帮

助我的领导、老师和朋友。文学创作

看似是一件个性化的事情，然而，在漫

长的文学之路上前行，离不开大家的

守望相助。一个作家只把自己幽闭于

书斋，以有限的想象力构建个人的文

学世界，注定走不了多远。《月光紧追

不舍》获得大家的肯定，是湖南省作

协倾力扶持的结果，是众多评论家专

业独到的真知灼见所催化出来的效

果，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精心设计和

编辑团队倾情付出的成果。

评委们对《月光紧追不舍》的认

可令我深感欣慰。这不仅仅是对我

个人文学创作的激励，也是对祖国

千千万万基层人民警察的致敬和

礼赞。

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1963年生，湖

南常德人。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公安局退休民

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

《月光紧追不舍》等。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作品简介

小说集《月光紧追不舍》以武陵山区鲜亮

真实的警民生活为依托，讲述新时代基层警

察的故事，涵盖刑侦、治安、巡警、派出所民警

和森林警察等诸多警种，勾画出警察队伍众

生相和平凡英雄工作史，展示出新时代人民

警察“维护人民大义、守护一方平安”的崇高

品质和奉献精神。

《月光紧追不舍》 少一（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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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生长于金色胡杨之乡——内

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额济纳旗位

于我国西部，国境线长达五百多公里，

是人烟稀少的大漠戈壁。这里土地辽

阔、气候干旱、自然环境恶劣，但这里

的乡亲们朴实无华、吃苦耐劳。千百

年来，戈壁的人们经历了风霜雨雪，艰

难地度过了漫长岁月，他们守护着祖

国北疆，奋力书写着戍边史诗。

因此，戈壁的牧人们成为我作

品的主人公。这次获奖的中篇小说

集《蓝天戈壁》中选入的两部中篇小

说反映了戈壁牧民互爱互助、保护

生态环境、生生不息的生活面貌，以

此展现出故乡牧民和谐共生、勤劳

朴实的高尚品质。

在这世上，唯有以爱为根基，方

可泰康，终得圆满。生活不可缺少

爱的慈润。爱能柔化一切，弥补裂

痕，使人们得以和睦共存，共享安

康。我一直致力于在作品中凸显爱

与被爱、宽恕与被宽恕的重要性，通

过自己的作品播撒人间大爱，为跌

倒之人牵挽架扶，为痛哭之人擦拭

眼泪，便是我的夙愿。

阿尤尔扎纳，蒙古族，1955 年生于内蒙

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曾任内蒙古文学艺术

评论家协会秘书长、内蒙古文联《金钥匙》编

辑部主编。出版小说集《远古的戈壁》《岩画里

的白儿驼》《野驴出没的戈壁》等。曾获内蒙古

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小说集包括《蓝天戈壁》和《怀抱太阳》两

部中篇小说。《蓝天戈壁》讲述牧人格日勒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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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唤醒

其内心的纯真与希望，实现灵魂的救赎。《怀抱

太阳》展现了城市边缘群体的坚韧与温情。

《蓝天戈壁》（蒙古文） 阿尤尔扎纳（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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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从17岁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

作品，迄今已43年。今年是我最开

心和快乐的一年，原因是获得了骏马

奖。骏马奖消息发布的时候，我刚刚

度过60岁的生日，这个奖是我60岁

生日最好的礼物。但是我获得这个

奖的时候，母亲刚刚去世57天，她没

能在活着的时候，与她的儿子分享获

得国家级奖项的喜悦，不然这将是圆

满和完美的一年。

业已去世的父母，生前是上岭

小学的老师。生我、养我、教我、护

我的双亲桃李满天下，他们是我的

至爱和备受学生尊重的人。我父亲

用马蹄铁亲手制作的教钟如今仍悬

挂在学校的古榕树上。我相信已长

眠于上岭的父亲母亲，每当听到熟

悉和亲切的钟声响起，一定会把它

当作最好的告慰。

上岭，是我近些年文学创作的

地理标识，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存

在。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

东13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40

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青山

和竹林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

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也是养育我

的摇篮。上岭人口不多，却生生长

流，他们渺小而坚韧，像鱼群一样团

结、欢乐。

近些年，上岭的故事不断涌入我

的脑海并诉诸文字。一个接一个渺

小、坚强、智慧的人物，让我心动。我

把他们写出来，呈现他们于苦难中的

坚强和达观，生存的智慧和良善，同

时寄托我对生命的悲悯、对人性幽微

的探索，以及对人性光芒的希冀。书

中的故事无不发生在上岭，转移或发

生在了产婆、裁缝、侦探、说客、道公、

保姆、歌王等人物身上。他们身上满

是上岭男人、女人的性格和气味。他

们的经历中有我曾祖父的冒险和神

秘，有我祖父的坚忍和大气，有我外

婆和母亲的非凡才艺和想象，还有我

父亲和叔父的善良忠诚……

上岭是一个村，又是一个人。

我是上岭村人。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 年生，

广西都安人。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文联副主席。

出版长篇小说《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小

说集《撒谎的村庄》等。曾获广西文艺创作

铜鼓奖等。小说《寻枪》《理发师》等被改编

为影视作品。

作品简介

小说集《上岭恋人》收录凡一平 2022 年

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1篇。通过这些小说，讲

述人生的际遇及人性的宽阔，人物在面对爱

情、婚姻、友情、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时，表现

出的坚韧、包容、仁爱和温情令人动容。这

些故事根植于上岭乡土，在字里行间闪烁着

人的善与仁，细腻展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

《上岭恋人》 凡一平（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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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17年前，我开始用汉语进行文

学创作，在这对我个人来讲漫长的

岁月里，我从我的故乡——中国第

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腹地，也就是

这本书中多次出现的沙窝地，踏上

了我的写作之路。17年间，当我在

这条路上顺利前进时，我会像风筝

似地在某个虚幻的空间里飞舞；当

我在这条路上原地踯躅彷徨时，我

会怀着一种近乎疲倦的心情回到故

乡，回到那片人烟罕至的沙窝地，

坐在黄昏的沙丘上，或者是在小河

边，将自己摁入回响着家乡人各种

声响的、我所感受到的时光折叠

中。那一刻，我是幸福的，我的心

被一种温暖的柔软充盈。然而奇怪

的是，那一刻我还会想起一匹跛脚

走路的马、一峰跌进深坑哀嚎的骆

驼、一只在雪地里发抖的羔羊，想起

家乡人挥着镰刀割草，或是在风沙

中皱紧眉头的样子。在这种近乎矛

盾的情绪中，面对大自然，面对在壮

美大地上创造火热生活的人们，我

的心里会滋生书写他们的故事、书

写我的家乡沙窝地的热情。我想这

是我热爱文学的原因。我由衷地感

恩我的故乡，感恩故乡的人们和这个

时代。

娜仁高娃，蒙古族，1980 年生。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文旅局乌兰牧骑编剧。出

版中短篇小说集《七角羊》等。曾获内蒙古自

治区索龙嘎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小说集《驮着魂灵的马》中多数作品的地

域背景设在作者故乡、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腹

地的“沙窝子”，展现了随着时代的演变，在寂

静而荒凉的沙漠深处，人们为了创造美好生

活而呈现的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以及他们与

戈壁、荒原一样深邃的内心世界。

《驮着魂灵的马》 娜仁高娃（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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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

包倬，彝族，1980年生，四川凉山人。《滇

池》杂志主编。出版长篇小说《青山隐》，中短

篇小说集《沉默》《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

云飘》等。曾获云南文学艺术奖等。

作品简介

小说集《十寻》收录作家近年创作的 10

个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出走与回归构成

了一个闭合的人生圆环，人们在此过程中完

成了自我跃升与蜕变。作品观照普通小人

物，书写他们面对生活的不屈和坚强，以及他

们的尊严和精神追求。

《十寻》 包倬（彝族）

获奖感言

在过去的43年，我有21年在写

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作

是一个人以心去度量世道人心的过

程，是一个人的踽踽独行。而获奖，则

是在漫长旅途中的温暖拥抱，它告诉

我，文学无垠，吾道不孤。感谢文学。

一个文学奖，当它颁布，便已经

属于过去；而一个作家，当他站在领

奖台上，他属于未来。这个奖对我来

说，既是对过去的鼓励，也是对未来

的期许。文明者，以文明之。文学是

人类心灵的火光，作家是擎火者。抱

定文学的信心和生活的烈焰，在奔跑

中化身为一道文学之光，照亮世人，

这是写作者的使命。

文学是用来爱的，是宽容，是理

解。于幽微处洞见真相，设身处地；

于云雾中看见太阳，怀揣希望。这是

文学的意义。

此次获奖的短篇小说集《十寻》，

10个短篇组成，它们是我白纸黑字

的过去时光，是我过去一些年对小说

艺术和人世的理解，以及十种不同维

度的寻找。我理解的小说是对人类

精神世界的探寻，我理解的写作就是

一生寻找爱与尊严、勇敢与真诚、自

我与未来……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

“写下，即永恒”。《十寻》是小人物的

生命瞬间，未必轰轰烈烈，但也情真

意切。修辞立其诚，小说是虚构的真

实。我写下的他者，其实是自我。

文学是无形的，是水、是阳光、是

空气。它是一切，无所不在，千变万

化。就像此刻，我仍然能找到写作的

意义之一：那就是一个人向世界发出

信号，寻找另一个同频共振之人。《十

寻》有幸，寻到了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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