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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骏马”

马骏，获“骏马奖”！

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来自宁夏西

吉的作家马骏，笔名柳客行，凭借散文集《青

白石阶》成为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最年轻获奖者。

因患病从小就无法行走的他，与父亲都

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他们用了整整一天时

间，从宁夏西吉来到广西南宁。看着马骏坐

着轮椅登上颁奖台，他的父亲感叹，“向前迈

了一大步。”

在颁奖典礼上播放的视频里，墙上映照

出的马骏影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大步往前

走去。“拍出了我的内心世界。”马骏说，“这世

间真善美的种子长成的粮食，让坐在轮椅上

的孩子慢慢长大……这个孩子，愿意用一生

时间去播种真善美，还有爱。”

台 上 灯 光 璀 璨 ，轮 椅 上 的 青 年 自 信 微

笑。11 月 16 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

在南宁市举办。颁奖典礼上的这一幕，深深

感动了在场观众。

文学的足音，激荡八桂大地。文学盛典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新颖

样式和破圈传播打造读者广泛参与的“文学

节日”，展现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美好图景。

自 1981 年创办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已评选 13 届，共计 759 部（篇）作品、

49 位译者获奖，在繁荣民族文学创作方面作

出巨大贡献。此次共有 25 部作品和 5 位译者

获奖，包含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

诗歌、散文、翻译等 6 项，作品内容涵盖脱贫

攻坚、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创新等题材，兼具

“国之大者”“民之小事”，彰显多元特色与一

体意识。

“奖项就像闹钟，提醒你要继续写下去。”

马伯庸获奖的《大医》以上海华山医院为题

材，他坦言，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像是完成

一次马拉松长跑，“长跑是考验自我的身体极

限，而写作则是在探索我们的心智边疆”。

“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景象，绚烂多姿的

民族时代气象，博大崇高的民族精神形象得

以呈现。”担任评委的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

学明认为，本届“骏马奖”展现了以文学的样

式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丰硕成果。

一条河流

大河蜿蜒流过塔里木盆地，孕育出沙漠

绿洲的盎然生机，也滋养着阿舍笔下的《阿娜

河畔》。

“‘阿娜’是维吾尔语‘母亲’的意思，我在

查阅一本民间故事集时发现，阿娜河正是塔

里木河的古称。”那一刻，阿舍突然感觉自己

同故乡、同历史建立起了情感联结。

《阿娜河畔》写的是边疆建设的创业史，

具有清晰的生活质地和强健的心灵强度。阿

舍自小在塔里木河边的农场长大，创作前用

了五六年时间准备，通过阅读和采访，积累了

大量农业、水利、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在生活

的现场‘扎下根’、从各个细小的缝隙‘切进

去 ’，实 实 在 在 做 生 活 的 学 生 ，做 人 民 的

学生。”

这部作品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攀登是写作者的永恒姿态。”阿

舍说，她在创作时“开始下意识地将视角从自

我的个人记忆，转向故乡更为辽阔的生活与

历史，着重关注土地、人、时代三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交融来书

写历史，力图达成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

的叙事。

“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

加自然地融入笔下。”阿舍说。

百川同源，共向沧海。此次获奖作品中，

多部作品与河流有关，塔里木河、漓江、鸭绿

江……精彩纷呈的文学如江河行地，共同滋

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本书与一个村庄

“世界那么大，唯独是你，让我魂牵梦萦，

坚守心底唯一的字：村。”晨曦初露，台盘村在

鸡鸣中醒来。作家姚瑶心底的“村”，从贵州

大山深处苗寨的一场篮球赛中走来。

2022 年夏天，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台盘村因篮球赛火爆“出圈”。因为工作单

位对口帮扶台盘乡，姚瑶曾多次来到这里。

驻村第一书记、致富能手、返乡创业者、乡村

解说员……他无数次零距离接触台盘村的人

与事，挖掘着“村 BA”火爆“出圈”的文化密码。

他获奖的报告文学《“村 BA”：观察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书写了台盘村老百姓

历经脱贫攻坚后的新变化，展现了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画卷。

“ 台 盘 村 的‘ 小 ’承 载 着 这 个 时 代 的

‘大’。”颁奖典礼上，姚瑶身着民族服饰，袖口

的侗绣格外精致。他表示，作为经历者、在场

者，必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和更加宏大的历

史视野，深扎火热现场，“在富有时代特色的

现实中，去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向全

世界讲述中国乡村蓬勃发展的美好故事”。

乡土是永远的题材宝藏和灵感源泉。作

家只有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才能持续迸发。对此，获奖作家代表深有

感触。

“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作家

凡一平回到魂牵梦绕的广西上岭村后，《上岭

恋人》的故事如井喷般涌入脑海，“故乡赐予

我灵感，我也通过文学反哺家乡”；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两个相距遥远的

地方，就这样通过文学‘心心相印’。”译者艾

布来自西北，他翻译的是第十二届“骏马奖”

小说《驻村笔记》，故事发生地在广西，“通过

文学，我们更加紧密地拥抱在一起”；

…………

多年来，“骏马奖”不断发掘作家作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气象万千，“人民阅卷行动”等活动跨

界传播，文学凝聚人心、激发情感、传递价值

的功能愈加彰显。

正如此次盛典的主题：金色的骏马从光

影层叠的长河中跃出，在推动新时代文学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新 征 程 上 ，“ 人 民 大 地   文 学

无疆”。

“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广西南宁举行

文 学 大 地  骏 马 驰 骋
本报记者   陈圆圆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本报记者：您的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

“骏马奖”，走上领奖台是什么感受？

马骏：得知获奖消息时，我曾坐在柳树下

良久。我摇着轮椅向屋子里狂喊，热切地想

把好消息告诉母亲。

我是一个眼睛高度近视的人，只能用心

去感受世界。这世间真善美的种子长成的粮

食，让坐在轮椅上的孩子慢慢长大。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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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您 是 如 何 走 上 文 学 创 作 道

路的？

马骏：我从小患有脊髓性肌萎缩，无法行

走。2016 年考上了大学，却因为种种原因不

能入学。在迷茫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史铁生

的《我与地坛》，这本书给了我走出那间屋子

的勇气。

2020 年起，我开始写长篇散文《青白石

阶》，后来在《六盘山》杂志发表。这本书是我

躺在炕头，花了 3 年用手机一点点“抠”出来

的。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写 1000 字，但这

1000 字修改起来，可能又要三五个小时。

我的文学道路离不开朋友们的鼓励与关

照。我曾给《民族文学》投一篇文章，时任编

辑石彦伟读完后发回整整 4 段 40 多秒的语

音，帮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

我以为我一辈子都无法再离开那个偏远

的地方，从未想会有这么一群像叔叔婶婶一

样的文学人“团宠”着我，用爱意托举着我，来

到了这充满大爱的文学世界。

本报记者：您希望通过文学表达什么？

马骏：每 当 我 坐 在 县 城 街 道 的 一 棵 柳

树下读书时，“柳客行”（马骏的笔名）便像

位侠客，带着柳树下的我，让思想离开身躯

的禁锢，借着文学的羽翼，游历祖国的美好

山河。

现在，我的写作视野正在转向，小说里鲜

有坐轮椅的身影，更多的是平凡人的日常生

活。同时，我希望书写西海固大地焕然一新

的面貌，展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信息时代，世界快速变化，让人目不暇

接。我还是希望生活能简单点。文学已经成

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努力锻炼身

体，下午读书，晚上写作，这是我接下来一天、

一年乃至十年都要做的事。史铁生的乐观精

神鼓舞着我。我希望写出更多作品，感染更

多 人 。 回 到 家 乡 我 就 要 开 始 创 作 ，心 里 还

“养”着好几篇小说没写呢！

对话“骏马奖”得主马骏—

文学用爱意托举着我
本报记者   陈圆圆

青山连绵起伏，山间响起悦耳的铃声。

下午 4 点 50 分，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王

官营镇的皈依寨小学放学，五年级学生刘铭

皓和李蒋楠，前后脚跨出校门，一路小跑。

“你们跑去哪儿？”

“去图书馆，晚了就没位子了。”

大约 10 分钟后便看到一座简约现代的

建筑出现在一片平房之中，很是亮眼，门口立

着白色门牌：逐光图书馆。

这是一家乡村图书馆，馆内西面和北面

是原木色书柜墙，东面则是大型落地窗。窗

外是满目的翠绿草坪，点缀着山楂树、松树和

竹子，远方则是巍峨的群山。

刘铭皓推开玻璃门，走到书架前的“老位

置”，找到那本还没读完的《三毛流浪记》；李

蒋楠取出一本《中国民间故事》，坐下来慢慢

看。没过多久，图书馆一楼的大书桌和下沉

空间里便坐满了来自周边学校的孩子。

“这里有 1.5 万余册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籍，温馨静谧的环境、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吸引了大量的孩子。”85 后的姜玉婵曾是一

个农村娃，在城市里创业成功后，返回家乡建

设了这座乡村公益图书馆。

创建图书馆的念头，源于姜玉婵的一次

思考。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在眼界上存在差

距，“孩子们出不去，我们为什么不把‘光’引

进来？”2021 年 6 月，姜玉婵联合社会力量开

始兴建图书馆。2023 年 6 月，图书馆建成试

运营。在姜玉婵的努力下，更多的创意课程

也被引进来了。

“同学们，你们知道无人驾驶是如何实现

的？”“谁想上台体验一下 VR（虚拟现实）眼

镜？”……一个个聚焦前沿的主题分享会，让

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空间计算工程

师、航天工程师、国际学校教师等志愿者来到

逐光图书馆，引导孩子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我是四年级的张铭垿，我向大家推荐

的书是《蜻蜓昆丁的生命之旅》。”“我是李宇

泽，我最近在看《朝花夕拾》。”在这里，孩子

们被鼓励着走上台，拿起话筒，大胆分享阅

读体会。2023 年 6 月至今，逐光图书馆已举

办读书和创意活动 90 余场，接待上万人次

读者。

“我始终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姜玉婵

说，未来要把逐光图书馆持续经营好，让孩子

们可以在书海中自由逐光，向着心中的梦想

不断奔跑。

大山里，有座“逐光图书馆”
本报记者   史自强

一年一度，中国文学盛典的大门

再次开启。聚光灯下，第十三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一

一走出。屏幕光影变幻，闪现大地的

巨变；作家娓娓讲述，诉说心灵的回

响。创立于 1981 年、在祖国大地“驰

骋”43 年的“骏马奖”，“跑”进了新时

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跑”进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多彩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围绕提高

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

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

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

的新高峰。

在盛典现场，处处可以感受到深

化改革给文学带来的新气象。

文学，是饱含深情的书写，总是贴

近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心跳。从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作家以笔为犁、耕耘时代的深

度与广度——

长篇小说《阿娜河畔》讲述新疆农

场建设的创业史，集体记忆与个人记

忆交融，细微与宏大兼具；报告文学

《让世界看见》真实记录了内蒙古科尔

沁右翼中旗精准脱贫的历程，与美丽

刺绣一同被看见的，还有草原上澄澈

美好的心灵；散文《青白石阶》见证了

文学如何成为宁夏西吉青年马骏的

“双腿”，赋予他价值和力量……

本 届 文 学 盛 典 传 递 的 最 强 烈 信

号，就是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品、作家

与读者的深厚联接。正如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所总结的：“我们的文学工作有 3 个目

标，作家的作品越写越好，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大，阅读的读者

越来越多。这 3 个目标是我们恒久不变的追求。”

建立作品、作家与读者的深厚联接，文学需要不断出发和

抵达：从“心”出发，从“新”出发，抵达最广泛的读者，抵达时代

的最前沿。

从“心”出发——孜孜以求“深入人心”的价值，绵绵用力

“潜心创作”的劲头。

“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是现场被提及的

高频语句。盛典期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推进会同步举办。两年来，两个计划取得一批成

果，作家们也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要着眼长远、尊重规律，

扎根生活、潜心创作。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例，文艺评论家白烨

认为，要写好时代新生活，塑造时代新人物，需要在深入人民

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气力。当代作家要以更博大的情怀，沉

入生活深处，提高原创能力。

从“新”出发——主动适应新的传播环境，推动文学融入

现代传播格局。

“跨界破圈”，是在现场听到的另一个高频语句。写作是

孤独的，但文学需要关注的目光。短视频兴起，纸质阅读量下

降，这是文学面临的传播环境。跨界联动文艺圈层，输出文学

母本的价值和活力，文学创作、生产、传播、转化各个环节正在

发生变化。传统出版社借助电子书、有声书让文学作品触达

更多读者；“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平遥国际电影展合作设

立“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人民文学》，人民阅卷”行动

座谈交流会上，莫言、陈彦等作家与《人民文学》从直播间随机

选中的读者围坐在一起，畅谈文学何以照亮生活。这些都是

主动应变的积极尝试。

作家马金莲在谈到宁夏西吉文学之乡时动情地说：“头顶

纯净天空，就有诗句涌现在脑海；脚踏厚重大地，就有情感激

荡在心底。”文学，深深融入人民生活。时代之变、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都期待着走过灿烂历史的中国文学，继续攀登高

峰，持续给我们以精神力量。

文
学
，更
好
聆
听
时
代
的
心
跳

智
春
丽

■新语R

本报厦门 11月 17日电   （记者任姗姗、刘晓宇）第三十七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16 日晚在福建厦门揭晓。《第二十条》获最

佳故事片奖，雷佳音、李庚希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

主角奖。

除斩获最佳女主角奖外，李庚希主演的《我们一起摇太

阳》还同时收获最佳编剧奖。王骁凭借《三大队》获得最佳男

配角奖，刘丹凭借《乘船而去》获得最佳女配角奖，陈凯歌凭借

《志愿军：雄兵出击》获最佳导演奖，同时该片还获得评委会特

别奖。《孤注一掷》收获最佳剪辑奖。

《守龙者》收获最佳美术片奖。张裕笛导演的《倒仓》获最

佳导演处女作奖，《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获最佳中小成本故

事片奖，《里斯本丸沉没》获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屋顶足球》

获最佳儿童片奖，《安国夫人》获最佳戏曲片奖，《奥本海默》获

最佳外语片奖。

此外，《飞驰人生 2》同时包揽最佳录音奖和最佳美术奖，

《三大队》获最佳音乐奖，《热烈》获最佳摄影奖。

颁 奖 典 礼 上 ，徐 光 耀 、谢 飞 获 颁 中 国 文 联 终 身 成 就 奖

（电影）。

第三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揭晓

本报三亚 11 月 17 日电   （记者董泽扬）17 日，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在海南三亚

举行。22 日，本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三亚市体育中心举办。

包含 12 名点火仪式火炬手与 12 名开幕式火炬手在内，本

次活动共有 131 名火炬手参与。火炬手数量由“56”与“75”两

个数字相加得到，寓意“56 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华儿女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火炬实地传递活动以三亚湾海虹广场为起始点，途经三

亚湾、海月广场、三亚游船旅游中心等，最终到达半山半岛帆

船港。2 个多小时的传递过程运用了沙滩传递、公路传递、空

中传递、海上传递等多种方式，展示了游艇经济、低空经济、体

育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凸显出海南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与作为自由贸易港的活力生机。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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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部分获奖

作品。

中 国 作 协

供图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

马骏。  罗   东摄   

“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现场。 列来拉杜摄   

■为梦想奔跑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