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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同源，共享沧海。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
族组成的大家庭，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
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
久的情感所系。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华各民
族作家交相辉映、携手并进的历史。民族文学创
作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在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脉中异彩纷呈。

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评奖委员会从2020年至2023年间由少
数民族作者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文
字创作的、符合评选体例要求的381部作品、11
位译者中，遴选出了25部获奖作品、5位获奖译
者。新时代新征程，民族文学事业迈上繁荣发展
的新台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突出贡献。11月16
日，以“人民大地 文学无疆”为主题的“2024中
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金桂花厅隆重举行。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者们，身着庄重典雅的民
族服饰，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桂海，齐聚一堂，
共同演奏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交响。

晚会在来自南宁市艺术剧院、广西民族大学
的近40位乐手表演的开场乐舞《万马奔腾》中拉
开序幕。乐手和舞者身着民族服饰，用马头琴、艾
捷克、月琴、天琴、弦子、马骨胡、二胡、手鼓、中国
鼓等传统乐器，演奏《赛马》等民乐曲目，以磅礴
的气势、热烈的情绪、奔放的旋律，让层峦叠嶂的
群山、奔腾嘶鸣的骏马在舞台上鲜活生动起来。

群山环绕的山谷中，梯田、河流、村寨相融互
补；广阔无垠的草原上，雄鹰、奔马、牛羊和谐共
生……开场主题短片《万马奔腾 锦绣华章》带大
家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之美与深沉之韵。
盛典舞台主屏幕造型如同翻开的书页，美丽的田
园风光与温润的文学光芒珠辉玉映，各民族作家
共同绘就了新时代文学的盛大景观。短片向所有
为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辛勤劳作的人们致以崇
高敬意，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他们的才华和
勤奋、探索和创造而荣耀，文学的光芒照亮了时
代的星空。

在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的旋律中，身着维吾
尔族服饰的表演者们手持果盘、载歌载舞，带来
了夏日新疆的阳光与青春，燃起了生命如火的奔
放与热烈。在《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中，舞台上
五扇金色的书型大门缓缓开启，东乡族翻译家艾
布、蒙古族翻译家朵日娜、维吾尔族翻译家玉苏
甫·艾沙、藏族翻译家赵有年、朝鲜族翻译家郑风
淑来到舞台中央。“回望翻译和写作之路，每一个
字句都凝聚着心血和梦想，是孤独中的坚持，也
是灵感闪现时的喜悦。”艾布把曾获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广西瑶族作家红
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翻译成维吾尔语，原著
与译著荣获同一奖项，在骏马奖的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他发表获奖感言时谈到，写作能让祖国辽
阔大地上相距遥远的地方通过文学心心相印，这
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艾布不无
激动地说：“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
老师和朋友，是你们的陪伴，让我有勇气继续前
行。这份奖项是对那些不眠之夜的深情回应，让
我相信，只要心中有信念，落笔就有力量！”

“把自己沉入西北乡间，用一本书，翻开来自
南方的热烈。”在作家短片“文学跨越山海”中，
跟随着艾布的讲述，红日的驻村日常在新疆广
袤大地上重现。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
寺门村与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阔
什艾肯村，虽然相隔五千公里有余，但同样的驻
村经历、同样的奋斗场景，让翻译穿越时间、跨
越山海，让原作与译文在辽远的天地间共情共
鸣。“不同的语言里有一样的希望，不同的生活
中有一样的热情，脑海中闪现的场景，在文字中
缓慢流淌。中国乡村的昨天与今天，也在文字中
交融成新的风景。”新疆的木纳格、长绒棉、防风
固沙生态林，广西的桂七香芒、金玉柚、高山草
甸……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人民日新月异
的生活场景在镜头中交错闪现。艾布、红日及千
千万万驻村干部在村中的每一个日子、遇见的
每一个表情、怀抱的每一份希望，都化作同样的
日升月落，与生活水乳交融，与时代休戚与共。
他们以笔为犁，把丰收、幸福的中国故事，化作
笔下的山河；他们以梦为马，让奋斗、向上的中
国梦想，驰骋在文学的原野。

舞台灯光渐暗，深蓝色的幕布上闪烁着点点
银光，仿佛夜幕中耀眼的星辰。舞者们一袭黑裙，
穿戴精致的银质头饰，宛如从仙境降临凡间的精
灵。她们脚尖轻踮，裙袂翩然，身上的银饰发出阵
阵清脆悦耳的声响。这是由广西柳州市艺术剧院
带来的苗族舞蹈《银落舞》，舞者的每一个舞步、
每一次转身，都像是在邀请观众走进民族文化的
丰饶与美好，在如诗如画的情境中感受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伴着西藏歌曲《家乡》高亢嘹亮的动人旋律，
舞者们身着蓝白金配色的藏袍，带着雪域高原的
圣洁与辽阔，用优美的舞姿为这场盛典献上洁白
的哈达。壮族诗人黄芳、朝鲜族诗人金荣健、布依
族诗人牧之、藏族诗人那萨、佤族诗人张伟锋走
上舞台。在获奖诗集中，我们能发现日常生活中
的美，看到富有民族特色的诗与远方，用文字丈
量丰富辽阔的祖国大地，以诗意盎然的方式领略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学景观。来自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诗人那萨发表获奖感言
时说：“成为一名诗人，是我从年少时候开始的梦
想。得到这份肯定与鼓励，我心怀感恩，也会继续
保持对诗歌的热爱和敬畏。扎西德勒！”她出生在
长江、澜沧江、黄河三江的源头，她喜欢“向内
看”，更注重内在的体验和感受，用文字呈现内
心，思考和探究内心和世界的关系。

在回族歌曲《唱开花儿等你来》的旋律中，
戴着圆帽、盖头，身着鲜艳长裙的舞者们翩翩起
舞，橘色的上衣像朝阳般灿烂，裙摆的蓝白渐变
似天空与云朵的交融，优美而富有律动的舞姿，
诉说着回族人民庄重热烈的生活情境，讲述着
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白族作家北雁、回族
作家柳客行、羌族作家羌人六、藏族作家王小
忠、土家族作家向迅五位散文奖获奖者一同登
台领奖，他们均为“80后”作家，彰显了民族文
学事业的生生不息。出生于1995年的柳客行来
自宁夏固原，本名马骏，父亲希望他像一匹矫健
的骏马一样策马扬鞭。遗憾的是，他从小就不能
走路，父亲用有力的肩膀，29年如一日，风雨无
阻地背着他。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是一
个眼睛高度近视的人，只能用心去感受世界。我
有幸被‘文学村’接纳，成了吃文学的‘百家饭’
的人。”这世间善美的种子播种成的粮食，让坐
在轮椅上的孩子慢慢长大。他曾以为自己一辈
子都无法离开故乡，未曾想被文学的善意托举，
进入了充满大爱的文学家园，遇见了善良温润
的家人。“这个孩子，愿意用一生时间去播种真、
善、美，还有爱。”

“小时候，我以为门口的青白石阶就是我能
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作家短片“文学照亮人生”
中，柳客行说，是父亲的肩膀给了他走出家门的
力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则像暗夜里的火把，
照亮了他的生活。他在史铁生的书中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想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去看
看广阔的世界。他特别喜欢永清湖公园的树，看
到这些树抽枝发芽，就像看到自己的内心在茁壮
成长。“文学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读书成了我最
好的习惯。文学让我学会在苦难里寻找光明，在
文学的世界里，我自由自在，我的双腿能站起
来。”短片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柳客行坐在书
桌前沉静地阅读、写作，明亮的灯光将他的身影
倒映在墙上。他本人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墙上
的影子则缓缓从轮椅中站起，奔跑、跳跃、飞驰，
奔向有无限可能的远方。他说：“命运夺走我站立
的资格，我用文字的翎羽鼓风飞翔。”文学照亮了
他的世界，他也梦想成为那道光，照亮更多的人。

在灯光璀璨的盛典现场，柳客行的身影显得
格外沉静，散发出一种坚韧的力量。在生活的荆棘
路上，他虽不能奔跑，却用文字铸就了一双最有
力的翅膀。他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
杯，郑重地捧在胸前，仿佛那是他最珍贵的宝贝，
又像是在拥抱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梦想。奖杯
的上半部分，是青铜材质的半身奔马塑像，造型
古朴庄重，每一处纹理都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虽然没有雕刻出强壮的四肢，但那栩栩如生的
马头造型、迎风飞扬的马鬃，分明象征着作家们以
心为墨、笔耕不辍的姿态，是对民族文学创作者们
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创作精神的生动诠释。

歌手汪小敏、广西南宁市越秀路小学“秀·
乐”合唱团、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学生
代表，以及来自作家周立波的故乡、长篇小说《山
乡巨变》创作地——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世通学
校的学生代表们，共同演唱了歌曲《光亮》，将晚
会的气氛推至一个小高潮。临潭县是多民族聚居
交融的高原山乡，中国作协定点帮扶临潭26年
来，一批批作家深入当地的乡村、学校，书写临
潭、宣传临潭，用文学的力量助力临潭乡村振兴，
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文学的种子。去年，临潭

县冶力关镇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还参加了“2023
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的演出。今年，
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学生代表们登台表
演，他们身穿各民族传统服饰，手持“书型夜灯”，
呼应着歌词中所唱的“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
明”。歌声婉转动人，与取自苏轼词句的戏曲念白

“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相得益彰。
“可是啊，我却愿意去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
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地回应，再无边再无
尽再无解总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正是凭借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光亮。

舞者们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在歌曲《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的旋律中走上舞台，她们的手
臂有力地伸展，好似苍鹰振翅，在辽阔的天空中
翱翔，举手投足间，每一道衣服的褶皱都仿佛在
诉说着草原上的传奇故事。藏族作家吉米平阶、
蒙古族作家牛海坤、侗族作家姚瑶、苗族作家张
雪云、满族作家周建新五位报告文学奖获奖者一
同走上舞台。牛海坤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向科尔
沁右翼中旗那片温情而辽阔的土地表示敬意：

“感谢那些用粗粝的双手绣出美好生活的绣娘
们，她们耕作，放牧牛羊，用一针一线讲述创造与
重生的故事，用自己的生活诠释了伟大的时代，
也诠释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正是她们的坚韧与
顽强，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感动。”贫困农牧民靠
刺绣走向新生，在中国北疆发出脱贫攻坚最炙热
的回响，她们是全世界妇女脱贫的“中国样板”，
她们的故事值得“让世界看见”。

美丽的刺绣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幸福的家
园是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砖一瓦
共同建起来的。情景舞蹈《山乡巨变看今朝》展现
出新时代作家用手中的笔，记录日新月异的山乡
巨变的生动景象。伴随着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一
页页翻开，作家踏上采风之路，深入祖国各地，在
不同民族的地域风情、人文民俗中，在与各族人
民的欢歌热舞中，迸发无限创作灵感，书写各民
族人民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乡巨变”。节
目集成《赶圩归来啊哩哩》《阿佤人民唱新歌》《掀
起你的盖头来》《北京喜讯到边寨》等，生动表达
了“石榴籽”的意象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内容，
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伟大成果。素有“马中
熊猫”之称的德保矮马，也在训练师的引导下“崭
露头角”，展现出一幅绿水青山家常在、山乡巨变
焕新颜、人与动物和谐美的生态宜居画卷。

在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云南民歌《小河淌
水》耳熟能详的旋律中，身穿傣族服饰、手持银钵
的舞者做出泼水的舞蹈动作，寓意用圣洁的水冲
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幸福的生活。蒙古族作家
阿尤尔扎纳、彝族作家包倬、壮族作家凡一平、蒙
古族作家娜仁高娃、土家族作家少一五位中短篇
小说奖获得者一同走上舞台。凡一平发表获奖感
言时，热情地用壮语向大家问好。他说：“上岭的父
老乡亲们平凡而坚韧，像鱼群一样抱团。上岭的村

庄世代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上岭是我生命中最亲
切的土地和摇篮，《上岭恋人》是献给我的故乡上
岭最真诚的礼物。”作为河池籍作家，凡一平还特
别谈到，河池的文学土壤主要得益于浓厚的民族
文化和独特的地域风情，河池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和感悟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这些年，我写了很多作品，但总觉得缺了点
什么。每当这时，一些儿时的记忆，总会闪现在我
的脑海中。外婆讲的民间传说，母亲给我攒的小
人书，都是我儿时最初的文学启蒙。”在作家短片

“文学源于土地”中，凡一平走在被青山和竹林环
绕的村庄上岭，走在平凡自在、无比热爱生活的
上岭人中。对他来说，上岭是一个村，也是一个
人，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些年我的创作都与
上岭有关，故事里的裁缝、说客、侦探、歌王，他们
身上，满是上岭男人、女人的性格和气味，他们的
经历中有冒险和神秘，有坚忍和大气，有才艺和
想象，还有忠诚和善良。这些作品，也是我献给上
岭的一杯甜酒。”离开上岭时乡亲们送上那一捧
碧绿的油菜薹，就是氤氲绵长的故乡味道，也是
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

广西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曲《山歌好比春
江水》响起，舞者身着淡绿色壮族服饰和头饰，舞
姿曼妙如清水泛波，在青绿山水间闪动粼粼波
光。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瑶族作家光盘、满族作家
马伯庸、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塔吉克族作家肉孜·
古力巴依五位长篇小说奖获得者一同走上舞台。

“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像是完成一次马拉松长
跑，它出于兴趣，始于技巧，成于素质。但最终支
撑我们跑完整个赛程的，是一个人的坚定意志。”
马伯庸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长篇小说的写作是
一场如此漫长的旅程，我们需要调动每一块肌
肉、每一个细胞，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甚至可能
会因此而受伤。但沿途的风景、多巴胺的分泌、挑
战极限的乐趣，都足以让人乐此不疲”。于他而
言，长跑是考验自我的身体极限，而写作则是在
探索自我的心智边疆。写作者的动力永不枯竭，

“因为故事就在那里”。
每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都凝聚着作者

的心血才情和编辑的辛勤劳作。编辑工作者以深
厚的人文情怀树立审美标尺，以工匠精神打造文
学精品。在见证文学作品的光芒和作家荣耀的时
刻，也不能忘记在背后默默奉献的编辑们。在“致
敬编辑”环节，获奖作品的17位编辑代表登台，
由获奖作家代表为他们送上广西壮锦。此时此
刻，作家与编辑们共享文学的荣光。现场响起经
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向所有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文艺工作者们致敬，向每一位
籍籍无名的幕后英雄致敬。

华彩渐收，余韵悠长。在这个星光闪烁、荣耀
交辉的夜晚，在这收获满满、憧憬无限的时刻，杰
出的文学佳作就像是一泓泓滋润心田的清泉，以
奔腾的姿态汇入时代的浩瀚汪洋。盛大庄重的

“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见证了民族
文化与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交汇交融的葱郁盛景，
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们以赤诚情怀与有力
笔触，描绘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这些文字如
粒粒种子，在新时代文学的沃野播撒，生根发芽，
茁壮生长。本次盛典在歌唱家吴碧霞、刘海嘉共
同演唱的歌曲《爱我中华·多谢了》中徐徐落下帷
幕，所有人的心声共同汇聚成时代的最强音——
爱我中华。

骏马奔腾处，笔端起风云。当文学的骏马驰
骋于时代的原野，每一个字符，都是民族团结的
纽带；每一篇华章，都凝聚着华夏儿女的共同信
念。在新时代的文学浪潮中，各民族作家以文字
为舟，以情感为楫，于文化的浩渺沧海中破浪前
行，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灯塔。

盛会虽别，壮志不歇。愿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携骏马之勇毅，扬时代之风帆，怀文学之初心，在
未来的征程中，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山
河盛景。

（本版图片摄影王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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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舞蹈《山乡巨变看今朝》

歌曲《光亮》

开场乐舞《万马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