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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顾名思义，《与父亲书》是一本写

给父亲的书，也是一本献给天下所有

父辈的书。由于受到传统的中国式父

子关系的影响，我们和父亲在生活中

总是沉默以对，即便是在他即将离开

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极力克制着彼此

的情感，以至于他一生的故事成为谜

团。正因为如此，在创作这本书的过

程中，我试图敞开心扉，与父亲进行一

番长谈，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再造一

个父亲，甚至有小小的野心，在“文学

父亲”的谱系中，塑造一个全新的父亲

形象，以期呈现一位真实而又立体的

中国父亲。我深知要做到这一点，只

能是一个宏愿，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

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思考和探索，对于

我今后的写作大有裨益。出版《与父

亲书》之后，获得了许多鼓励，譬如这

次获奖。获奖，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

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像我

们在上下班途中，偶然闻见一阵沁人

心脾的花香，看见一只色彩斑斓的蝴

蝶，或是暮色降临时，在街道上走着走

着，头顶的路灯哗的一下亮了，好像它

们是为你而亮。这种额外的美好的褒

奖，会给长途跋涉者带来信心和力

量。毫无疑问，我和所有获奖作者一

样，珍视这份荣誉，珍视评委们的信

任。但我依然清醒地知道，文学最终

要抵达的，或者说真正要抵达的，是如

三山五岳一样瑰丽雄浑的历史，是如

黄河、长江一样浩浩荡荡的现实，是如

大海一样深邃而又广袤的人类的心灵

世界。

向迅，土家族，1984年生，湖北建

始人。《雨花》杂志编辑。著有小说集

《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散文集

《声音博物馆》等。曾获丰子恺散文奖、

孙犁散文奖、江苏紫金山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与父亲书》在中国鄂西土家族聚

居区的风土人情中，着力探讨中国式

父子关系，最终呈现出一位中国农民

父亲的命运与精神秘史。这位父亲沉

着、勇敢、热情、善良，早年面对困顿的

生活忘我奋斗，晚年面对疾病饱尝孤

独却仍对生活满怀憧憬。

《与父亲书》 向迅（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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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庆幸自己出生在洱海之源。从我

们村子后方山脉上发源的大小溪流河

沟，以及离我们村子不远的茈碧湖、草

海、绿荫塘、鹅墩塘，还有从我们坝子里

流过的弥茨河、凤羽河、弥苴河、海尾

河、永安江、罗时江，甚至包括从天空降

落的雨水和罗坪山顶融化的雪水，它们

的流向都是群山之外波澜壮阔的洱海。

在弄清这样一个自然循环后，幼时的我

每一天都对远方的洱海充满了向往。真

正到达洱海之边时我已经15岁，那时

我惊奇地发现，洱海的形状居然和我梦

里见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我庆幸生活在洱海之边这个美丽

的高原小城。那时我考上了位于洱海之

畔的一所中专学校，我的枕头与洱海就

只有一路之隔，三年时光，与洱海朝夕

为伴，看惯了洱海的潮起潮落，花谢花

开。中专毕业离开小城十年之后，我又

回到了洱海之边，并在这个城市定居下

来，转眼又有14年光阴和洱海一起度

过。我相信自己的血液，早就融入到了

洱海的每一滴浪波之中。

洱海是喜马拉雅造山过程的产物，

一个典型的高原构造断陷湖泊，于是在

大理这块神奇的土地，不仅有着苍山父

性的雄奇，还有洱海母亲的柔美。翻开

历史的书页，洱海还是大理四千年文明

的摇篮，甘甜的洱海之水，缔造了高原

水乡独特的鱼水文化，同时见证并记录

着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的和谐共生、休戚

与共。环洱海流域的历史，就是一部厚

重的西南民族史和团结友爱史。因此洱

海又被我们亲切地称为“母亲湖”。

我庆幸自己能为洱海写一些文字。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她

不仅是一个充满美丽神奇的野性之湖，

还是一个聚满古今文墨的神性之湖和诗

性之湖，曾被古今中外名家无数遍状写。

2018年，我走出陋室，用一年时间环绕洱

海徒步而行，在洱海沿岸的每一个角落

停留、沉思、发现与寻找，品味洱海壮美风

光，寻访洱海人文历史，聆听洱海浪尖上

的脉搏，体会一个内陆湖在工业文明时代

的挣扎与新生，最终几经修删，形成这本

《洱海笔记》，就是用心在与母亲湖对话。

北雁，本名王灿鑫，白族，1982年

生，云南洱源人。云南省大理州教育

体育局高级教师。出版长篇小说《赶

在太阳落山以前》等。曾获云南文学

艺术奖。

作品简介

长篇散文《洱海笔记》是契合绿

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文学

力作。作者围绕“高原明珠”洱海 250

多公里的湖岸线徒步行走一周，对陷

于危机之中的洱海生态文化进行深

度考察，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态文明

意识，紧扣生态、乡愁和文化三条主

线，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

获奖感言

“相传，有牧羊人想得到金子，他在

原野山地四处寻找，每次都空手而归，

于是天神给他托梦，要他烧砍荆棘，烧火

地，挖土巴，种下青稞，金子会长出来。夏

砍火地，秋种，冬守，春护，到了青稞成

熟，但见青稞丰茂，不见金子。青稞收割

上房顶架，挡住太阳光，金色阳光照耀，

青稞光亮如金子闪烁……”古朴隽永寓

意丰厚的民间故事，源自一个古老的民

族：羌族。田野考察发现故事的学者评

价：“这是一个神话隐喻，也是哲学、人类

学的一个隐喻。田野的深耕，获得比金子

贵重的青稞（粮食）。青稞与田野耕耘成

就了文明、文化。”

因为写作，我从故事中的寻金者身

上，也能深切体会那种历经辗转终于醍

醐灌顶柳暗花明的心路历程。2004年

高中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生活工作，我才终于找到自己写

作的“源头活水”，有了关于家乡龙门山

断裂带的书写，有了散文集《绿皮火

车》。川西北龙门山断裂带，乡亲父老的

名字与脸孔，早已熟稔于心的家园故事

与人生百态，贫瘠生活中依然保持善意

与坚韧的魂灵，在我的文字中隐秘汇

合，源源不断。我执着地书写川西北龙

门山断裂带，希望保留真切的记忆，而

读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启迪。

几年前一个春天，我在断裂带老家

遍山梅林的村子里闲转，偶然看见一棵

默默无闻伫立林间的树，毫不起眼、寂寞

又蓬勃地寄活在一块巨大岩石里面，手

腕粗细的根脉深深嵌入岩石的皮肤深

处，一米多长两三尺厚的石缝尤为醒目，

这棵顽强生长的树瞬间使我想起自己，

想起自己锲而不舍却又生长缓慢的写

作。在我看来，写作便是一种类似的生

长、跋涉、冒险抑或奇遇。

如果说，不可或缺的才华与严肃认

真的写作态度是成为作家的两大基

石，似乎就可以想象一个普通写作

者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所付出的劳动

与艰辛。“摸着石头过河”，以此概括

我艰难曲折的写作生涯名副其实，而

老家那棵树，便是一个生动鲜活的隐

喻和启示，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不要

放弃自我生长，自我努力。感恩文学，

使我收获内心的柔软、宁静、丰富与

宽广。

羌人六，本名刘勇，羌族，1987 年

生，四川平武人。《四川文学》杂志编

辑。著有诗集《太阳神鸟》《羊图腾》，中

短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长篇小

说《尔玛史诗》等。

作品简介

《绿皮火车》书写乡亲父老的喜怒

哀乐、人事变迁，再现了山地儿女追求

美好幸福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彰显了坚韧质朴的生活信念。

《绿皮火车》 羌人六（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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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兄弟记》写的是青藏高原边缘地

带农牧交汇地的甘南故事，它没有什么

重大事件和尖锐的冲突，都是日常生

活与世相百态。从根本上看，就是对

甘南农牧区交汇地的生活方式、生产

劳动及思想观念变化的叙述，是乡村

伦理变迁的思索。

我期盼着一种崇高的伦理道德能

够永恒地存在于世，让它维系着兄弟

间和谐友爱的关系，让兄弟们在遭遇

难以避免的困惑与挑战时，仍能深刻

感受到人间温情的力量，以及生活的

美好。文中的兄弟们无论走到哪里，

处于何种境况，都怀有割舍不掉的亲

情，而我只能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回

归。尽管如此，兄弟们依然坚守着各

自的理想，守护那片土地，使自己的人

生不断完善。我在城乡间穿行时，看

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我起初的想象

里没有的。所有兄弟的故事，事实上

都是人生实相。

对亲情的渴望与维护，对友情的回

忆与珍惜，让我在写作中始终保持着亲

历性，没有偏离兄弟间的分分合合与恩

怨纠葛，目的就是想带着读者走进另一

种熟悉而陌生的环境，到兄弟的身边去

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人生的奋斗

历程。同时我也在努力探寻当下农牧

区的文化症结与现实。我不能忘记大

家都是兄弟，我必须让他们走向新的希

望，步入幸福生活。

王小忠，藏族，1980年生，甘肃甘

南人。《格桑花》杂志副主编。著有散文

集《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小说

集《五只羊》，儿童小说《天边的月亮

湖》等。曾获甘肃黄河文学奖、《朔方》

文学奖等。

作品简介

《兄弟记》分上篇、下篇和补篇。上

篇讲述了兄弟四人分分合合的故事，

从文学与社会学的层面，表达出农牧

区转型进程中的矛盾。下篇着重书写

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补篇侧重抒写

兄弟情感，充满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兄弟记》 王小忠（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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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柳客行，本名马骏，回族，1995年

生，宁夏西吉人。固原市作家协会副

秘书长。2023年入选固原市“最美文

学人”。

作品简介

《青白石阶》中，作者用“青”和

“白”作为人生之喻，倾诉内心中的丰

富情感，赞叹美好与善良，书写那些值

得驻足的瞬间。文学成为他的“双

腿”，让他自由奔跑在天地间。

《青白石阶》 柳客行（回族）

获奖感言

我要感谢评委们对我的鼓励和肯

定。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

属于我的文学之路上给予我亲切关

怀和无私帮助的人们。我真诚地爱

着这个世界，是这些温暖让我坚信

文学的力量，以羸弱的身体守望文学

理想。

我为何又要用“柳客行”的笔名

呢？我是一个坐在轮椅上无法跋山涉

水的人。感谢文学，陪伴着一个孤独无

助地坐在青白石阶上的孩子，渐渐长

大。每当我坐在小县城街道上的一棵

柳树下读书的时候。“柳客行”便像位侠

客，带着柳树下的我，让思想离开被禁

锢许久的身躯，借着文学的羽翼，游历

祖国的美好山河。

荣获骏马奖，是冥冥之中与文学的

最美邂逅！7月31日那天下午，这条让

我十分振奋的消息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坐在柳树下良久，待我感触世界的能

力逐渐恢复的时候，开心瞬间涌上心

头。我摇着轮椅向屋子里狂喊着，热切

地想着把这条令人震撼的好消息告诉

母亲。苦命了一生的母亲，是该有个幸

福的消息振奋精神了！

我像是在做梦，做了一个良久未醒

来的梦。梦里，我大声地向《青白石阶》

散文集里出现的一个个善良而温润的

人呐喊着：因重病还未亲眼看见自己

出版的作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雪怡

前辈，去年11月份仙游的西海固的退

休老人，生命停留在23岁的轮椅女孩

艾米尔，你们听见了吗？为我架起文

学的桥梁，让我用轮椅蹚过美好人世

间的史铁生先生，谢谢您！是您让我

有勇气走出家门，去书写属于他（她）们

的故事。

我感谢那么多美好的瞬间，一帧帧

安静地驻留在我的心底，让我永远感恩

着这个世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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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笔记》 北雁（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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