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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以下简称“骏马
奖”） 在广西南宁颁奖。颁奖晚会以

“人民大地 文学无疆”为主题，创新
打造“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
夜 ”。 伴 随 着 欢 快 热 烈 的 开 场 乐 舞

《万马奔腾》，盛典拉开帷幕，30 位获
奖作者身着民族服装，从各地赶来齐
聚一堂，呈现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动
人图景。

书写民族交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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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作家阿舍说，“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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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 《阿娜河畔》 此次获得骏马奖长篇
小说奖。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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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母亲河边，由解
放军转业官兵、当地群众、内地支边
青年于荒原上共同营建的兵团团场，
是阿舍的故乡。她用扎实质朴的笔触
写出了一部致敬故乡的边疆创业史。

同获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另外 4
部作品中，瑶族作家光盘的 《烟雨漫
漓江》 聚焦漓江儿女的生活和情感，
融入生态环保时代背景；藏族作家尼
玛潘多的 《在高原》 通过一家四代人
的经历，以微观视角呈现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动态历史；满族作家马伯庸
的 《大医》 将镜头闪回 20 世纪上半
叶，叙写抗战风云年代苍生大医传
奇；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

《花儿永远这样红》 歌唱塔吉克族牧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讲述各族人民
交往交流交融故事。

骏马奖评委李静说，从辽阔的戈
壁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
的漓江，一座座“文学地标”拔地而
起，一处处“文学地理”变化万端。
获奖作品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
新趋势与新成果。

自 1981 年创办起，骏马奖已评选
13 届，共计 759 部 （篇） 作品、49 位
译者获奖，推动了民族文学繁荣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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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作品题材丰富广阔，笔法变化万
端，深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彰显梦想与真情

获奖者马骏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
门。这个出生于宁夏西吉的青年，从
小因患病无法站立行走，凭借散文集

《青白石阶》，他的文学梦想终于如他
的名字一样，乘着“骏马”，奔向了
骏马奖的颁奖台。作为获奖者中最年
轻的一位，笔名柳客行的马骏在 《青
白石阶》 中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下
了生命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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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
奖现场播放的作家短片“文学照亮人
生”中，马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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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写作让马骏在文学世
界里找到了自由，如短片所呈现的，
阅读灯把马骏书桌前的背影映在墙
上，象征着作家心灵的影子缓缓从轮
椅中站起，奔跑、跳跃，飞向无穷远
方。《青白石阶》的获奖是对马骏为梦
想而坚持的肯定，也让他的顽强被更
多人看见，鼓舞人们为梦想追光。

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作家包倬凭借
《十寻》 获得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
彝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他创作的
源泉，多年来，包倬一直在探索如何
从故乡出发，抵达人类精神的原乡。

“小说集 《十寻》 由 10 个短篇构成，
共同的主题是寻找。我写作这个系列
的目的是在纸上建立故乡。故乡赐予
我的一切，天然包含着彝族的历史文
化、人文风情，是我创作的宝贵滋
养。更何况，那是位于四川凉山的故
乡。”包倬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只
有一个故乡。我们只能抱定它，就像
无法选择的父母。以悲悯之心，真诚
面对，这是我书写故乡的态度。”

土家族作家向迅获骏马奖散文奖
的 《与父亲书》，是一部感人至深的
作品。它是作家写给自己父亲的书，

也是献给天下所有父辈的书。向迅认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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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作品中，作家敞开心扉与父亲进行了
一番“长谈”，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
还原和塑造一个父亲形象，写出中国
父亲的典型性。

助力文学“破圈”传播

本次骏马奖颁奖创新采用颁奖典
礼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形式，活动成
为荟萃各民族文化的一次盛会。文艺
表演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典歌
曲、舞蹈、器乐作品进行编排，舞蹈

《银落舞》、歌曲 《光亮》、情景舞蹈
《山乡巨变看今朝》 等民族特色鲜明，
展示了文学与艺术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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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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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翻译家艾布等 5
位骏马奖翻译奖得主来到舞台中央。
艾布把曾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广西瑶
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 《驻村笔记》
翻译成维吾尔语，原著与译著获同一
殊荣，在该奖评奖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两本书的创作和翻译故事通过活
动被更多人所知。本届盛典与电视晚
会和网络平台直播充分融合，展现民
族文学发展成就，助力文学“破圈”
传播。

与盛典同日开幕的“奔腾——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
展示了本届骏马奖所有获奖作品，展
厅长廊两侧渐次分布着获奖作品的内
容简介、作者图片、纸质版作品书籍
以及作者手稿等。其中，吉米平阶的

《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展现西藏农村脱贫攻坚历程，牛海坤
的《让世界看见》书写农牧民妇女创造
美好新生活的努力，姚瑶的《“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
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从小切口讲述时
代气息浓郁的山乡巨变故事，张雪云
的 《“海牛”号》 探秘深海中科学家
的智慧，周建新的 《静静的鸭绿江》
为英雄树起丰碑。这些获奖报告文学
作品有着贴近时代生活的现实感，受
到读者关注。

据了解，“奔腾——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分 5 个展区，
通过作家手稿、采访笔记、相机、服
饰、图书等上百件珍贵实物资料和全
新多媒体展示，将民族文学工作、骏
马奖发展史、文学桂军成长史等展陈
内容和观众的参与体验有效贯通，全
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
的发展历程。

民族文学迸发丰沛活力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
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
的 《扬兮镇诗篇》 新书分享会在
北京举行，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该
书作者许言午围绕文学、心灵与
故乡展开讨论。活动通过线上直
播，得到近 80万人次关注。

《扬兮镇诗篇》 是作家许言
午的长篇小说新作，讲述了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千年古镇扬兮
镇的人们在时代潮流中生活的起
起落落。小说以邻家女孩丁晓颜
和背负家庭重任的张咏为主人
公，通过呈现青年一代的成长和
恩怨情仇，勾连起小镇人物群
像，表达了对市井社会真挚朴素
情感的珍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评
论 家 潘 凯 雄 认 为 ，《扬 兮 镇 诗

篇》 是一部充满着诗情，用工笔
写就的作品。它的叙事节奏缓慢
而富有诗意，需要读者耐心品
味，但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风
格，使作品在当下追求速度的阅
读市场中显得尤为珍贵。

提及主人公丁晓颜，《文艺
报》 副总编辑岳雯认为，她不仅
是小说的主角，更是扬兮镇的象
征。“她是扬兮镇的灵魂，她是
小镇之心。丁晓颜身上，生活不
是手段，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韩敬群认为，小说非常好地体现
了中国诗学的风格，含蓄、节
制、不张扬，有恰到好处的留
白。“从 《西洲曲》 到 《边城》，
再到 《扬兮镇诗篇》，我们可以
看到中国美学的脉络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很高兴看到
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

谈起《扬兮镇诗篇》的创作初
衷，作者许言午说，《扬兮镇诗篇》
不仅描绘了他出生和成长的故
乡，还融入了他文学的故乡——
古典诗歌。他提到，古典诗歌是
他文学之路的启蒙，至今仍滋养
着他的心灵。这本书将两个故乡
融为一体，书写了一个千年小镇
的历史，并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
审美。

作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林
科学家，林占熺在菌草技术发明
创造方面的突出事迹与杰出贡
献，经过文艺作品的传播被人们
日益熟知。这其中有钟兆云的贡
献，他用几年时间跟踪林占熺在
菌草研制与推广上的“奔跑”足
迹，用生花妙笔写出了报告文学

《奔跑的中国草》，让我们了解了
菌草研制的艰辛与效果的神奇。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
教授，是电视剧 《山海情》 中凌
一农的原型。为解决菌业生产中
日益严重的“菌林矛盾”这一世
界级难题，他无数次发明实验，
终于找到了以草代木、培养食药
用菌的科学方法。他以全新的菌
草技术，带动宁夏闽宁脱贫致
富，又以不断改进的菌草技术，
在国内改变了一些地方的自然生
态，在亚非拉地区带动了当地的
产业振兴与经济发展，使不断

“奔跑”的菌草，成为致富一方、
造福世界的“幸福草”，为国际
减 贫 和 生 态 保 护 作 出 了 独 特
贡献。

阅读 《奔跑的中国草》，我
最深刻的印象是：好作者遇到了
稀有题材，好文笔写活了时代榜
样。钟兆云此前已经写过不少有
影响的纪实文学力作，这次选择
以林占熺为对象，可谓适逢其
会。福建籍作者写福建籍传主，
有地域上的便利，关键是钟兆云

“懂得”林占熺，熟知“菌草”
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深谙林占熺
的个人秉性与精神品质。因此，
作品用采访得来的细节铺陈故
事，展开从容不迫的叙事，由林
占熺个人的科研爱好，到家人的
全情投入，写出了菌草研制从实
验到成功，从事业到产业的发展
进程及其贯注于其中的把个人追
求与国家需要紧密联系起来的家
国情怀。

钟兆云的叙事从容自如，文
笔更是走心入情。因此，林占熺
在科研和技术推广、援外上的坚
韧不拔和殚精竭虑，给人印象十
分深刻。研制初期，没有资金，
自己贷款；出国参展，自己垫
钱，突出体现了主人公自力更
生、自立自强的精神。林家的亲
情在菌草事业中所起的特殊作
用，令人感动。林占熺的六弟在
工作中不幸殉职，五弟林占森又
毅然参与进来。女儿林冬梅已经
在新加坡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但受父亲的事业感召，毅然回国
加入研制团队，助力菌草技术走
向世界。林占熺把一家人带入这
项事业中，也表明了林家人在浓
浓亲情中蕴藏着深深的技术报国
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钟兆云
在 《奔跑的中国草》 写作中，通
过对研究过程的细致铺排和推广
工作的精细描绘，自然而然又擘
肌分理地写出了菌草技术的多样
化效用和林占熺个人的多重精神
境界。

林占熺研发菌草技术的本意
是以草代木，另辟蹊径，但在研
发过程中不断深入又不断超越，

研 发 出 巨 菌 草 和 “ 绿 洲 一 号 ”
后，重心便从“菌”逐步转移到
了“草”，使得菌草的效用从早
先的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走向
了环境修复与生态保护。而随着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移植与推广，
菌草的效用扩展到外援领域，成
为中国品牌、中国贡献的代表，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了
作用。从原本的“以草代木”到
后来的“植草代林”，由起初的

“兴农富民”，到后来的“造福人
类 ”， 小 小 一 株 草 ， 功 效 何 其
多，简直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用
无价来估量。

通过这部文质俱美的作品，
我们了解到，在菌草研发与推广
过程中，林占熺上下奔波，不屈
不挠；敢作敢为，率先垂范；不
惧争议，忍辱负重；不计毁誉，
务必争先，更是释放出了一种多
重元素交相汇聚的精神内力，其
中显然包含了求真务实的科学家
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忠诚为民的
奉 献 精 神 、 改 革 创 新 的 时 代
精神。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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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以报告文学书写李大钊、瞿
秋白、郭大力等早期译介马列著作
的前辈后，康岩又在 《人民文学》

《百花洲》 发表报告文学新作 《传经
者顾锦屏》《攀登者张钟朴》。顾锦
屏、张钟朴两位翻译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长期在中央编译局任职。
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多为集体工作，
因此两位翻译家鲜为大众所知。康
岩要做的便是深入历史细部，把这
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打捞出来。

乍看上去，书写“译者”是困难
的。翻译本为案头工作，一个人、一支
笔、一杯茶，静默无声。但康岩却把两
位译者的故事写出了波澜壮阔之感。
张钟朴 1930 年生于河北青县，顾锦
屏 1933 年生于今上海崇明岛，两人
可说是同代人。两篇作品均从童年
写起，一直写到今天，相当于浓缩
的个人历史。但仅仅叙述单薄的个
人故事并不是康岩的目的，他要把
微渺的个人置于宏阔的大历史中去。

文学贵在一个“实”字，最怕
凌虚蹈空。开掘近于尘封的、有温
度的往事，康岩写出了鲜明的地域
风貌——天津的市井生活，崇明岛
的南国风光。此外，张钟朴、顾锦
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学的俄语，
两人的俄语教育都有速成性质。张
钟朴毕业于北京俄专，顾锦屏毕业
于上海俄文学校。康岩尤其擅长写
教育。张钟朴在日本占领的天津上

的小学、中学，顾锦屏就读的太仓
师范学院、上海俄文学校——相关
内容皆笔笔有“实”，包含着缜密的
考据意识与细致的工笔描摹。

在中央编译局，顾锦屏、张钟
朴的人生由此交汇。从两篇作品中，
中央编译局作为一个重要写作对象，
形象渐渐显影。康岩以文学的笔触
书写了中央编译局成立的过程及其
建制，尤其是“集体翻译”的工作
方式。康岩的笔锋自此从书写故事
深入到翻译工作的文字层面，因为
这是译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
之奋斗的领域。工作中的一些坎坷
也是译者们成长经历中的闪光点。

《攀登者张钟朴》 一篇，生动呈现了
一次“教训”。一位苏联专家在演讲
中提到某药物，场上包括张钟朴在
内的几位中方年轻译员陷入困窘，
这时，“师哲局长清了清嗓子，从后
排站起身来，缓缓开腔说：‘是阿司
匹林！’局长的口气里，带着三分威
严和三分嗔怒，说完摇了摇头，很
不满意地坐下”。像顾锦屏、张钟朴
一样，在进入编译局之时，译者们
多是青涩的年轻人，缺乏翻译或其
他文字领域的经验，翻译马恩著作
所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功底也不
足。大家常常是先从俄语译起，再
学德语。他们毕生学习不止，在工
作中成长。他们对文字的“倔强”，
他们认定的“意思正确，译文通顺”

的翻译原则，都经过作者的书写，
生动再现于世人面前，对于我们当
下 的 翻 译 工 作 ， 具 有 启 示 和 警 醒
作用。

报告文学并非历史文献，事实
是骨骼，文学才是其血肉。这决定
了报告文学写作，既需脚踏实地，
以史实为依据，又需展开想象的翅
膀，倾注文学的心力。两篇作品除
了提供事实，还给读者以知识——
含有动人情感、具有整体性的有机
知识，这要归功于文学。文字功力
是写作者能力的试金石。康岩展现
出对文字的高度驾驭能力，他笔下
的市井风貌和自然风景很有特色。
他写水患时的南方，“水色与天色齐
一，像是被草木灰涂抹了一般”；他
写日机轰炸后的天津，“突然间变成
一张黑白照片，烟云蔽天”。这些细
节具有冲击性，给人以在场感。康
岩的文字富于力量，恰与他所写的
风起云涌的时代合拍。

顾锦屏、张钟朴是中央编译局
的两位翻译家，他们的故事映射出
中央编译局的身影。他们参与翻译
的马恩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
论》等，堪称定本，至今仍被广泛阅
读。岂曰无碑？译著就是他们的丰
碑。康岩的报告文学，正是向这些
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的一次致敬。

（作 者 系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副
教授）

为默默无闻的翻译家树碑立传
——读康岩报告文学《传经者顾锦屏》《攀登者张钟朴》

秦立彦

本报电 （汪君艳） 为
大力推进文化润疆，近
日，“‘文化润疆’与当
代边地书写——李健新疆
题材小说研讨会”在天津
南开大学举行，聚焦新疆
题材小说创作最新成果，
研讨当代边地书写发展
趋势。

李健是来自新疆昌吉
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

《木垒河》《脐血之地》 等
塑造了鲜明的边疆人物形
象，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
活图景与边疆社会发展。
长篇小说 《木垒河》 以木
垒河县城的家族故事为核
心，由小见大，书写了一
部沉郁、厚重的新疆往

事，丰富了小说创作对 20 世纪上半叶
西部历史的表现。小说集 《脐血之地》
由 《青杏》《库兰》《半春子》《九月》 4
个中篇组成，聚焦新疆木垒地区，展现
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冲突、融合中
形成的多元文化风貌，其中有人性的真
诚、善良与美好，有情爱关系的细腻婉
转，有牧民生活的野性粗犷，也有保卫
家园的豪情悲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李健小说中的边
疆书写、美学风格、文化变迁与文化交
融等议题展开交流。南开大学教授周志
强总结说，李健的写作是人的写作、边
界的写作、心结的写作，李健写出了民
族独特性，更写出了人的普遍性经验。
他强调，“边地写作”并不限于边地，
而是国际化写作、共通性写作，要在更
大的格局和历史中看待文学中的地方性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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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兮镇诗篇》：抒写小镇人性之美

“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骏马奖部分获奖作品书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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