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上海国际童书展近日落下

帷幕。 据统计，童书展现场图书

销售码洋突破 2000 万元， 成功

吸引 4.1 万余名观众参与。 展会

期间共举办了 353 场专业活动、

新书发布会、阅读推广活动以及

城市联动等活动，展现了童书市

场的活力与多样性。

更多国际范

本届上海国际童书展汇聚

五大洲的 180 家国际出版文化

机构， 其中不乏博洛尼亚年度

最佳童书出版社奖和斯特雷加

儿童文学奖的获奖出版商。 许

多首次进入中国的海外童书出

版社， 为展会注入了崭新的国

际元素。 展会现场，国际出版商

与中国出版人深入对接， 探讨

合作机遇。

国内出版机构纷纷将上海

童书展作为新书首发的重要平

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携 300 余

册新书亮相， 包括科普领域的

《认识中国湖》《蚂小蚁成长系

列》《多样的生命世界·悦读自

然系列》及《元素萌萌说》等。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携 470

余册、60 种图书参展，重点展示

《中国童谣翻翻乐》《熊猫桐桐

绘本系列》《米粒儿的传统文化

之旅》《课本里的汉字探秘》等

佳作。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融合非遗剪纸与现代插画的《青

燕》，探索博物馆奥秘的《迷你

博物馆》系列，以及互动探案绘

本《巨蛋消失之谜》。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卓

越大师·中国：十二生肖》、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安安的草

药国之旅》《丝路向远方》，以及

新蕾出版社的 《五千年中华地

名》， 展现了原创童书在文化传

承与创意表达上的无限潜力。 同

时，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

公司与童书展组委会联合发起

的“爱心书屋” 公益行动共收到

来自 11 家中外出版机构 1300

余册捐赠图书，为河北威县的儿

童送去宝贵的阅读资源。

特展成亮点

作为童书市场的风向标，本

届展会组织了 9 场专业论坛，深

度探讨童书市场的现状与未来

发展趋势。 尤其是在首届“中外

童书出版人交流会” 上，北京开

卷发布了 2024 年前三季度中国

少儿出版市场数据，少儿图书零

售市场依然是整体图书市场中

销售额最大的品类，国际市场推

广成果显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

原创作品国际化的进程。 “儿童

阅读空间与书店的生存与发展”

论坛则着重讨论实体书店如何

在数字化阅读趋势下面临挑战

并寻求发展，提出了实际可行的

创新方法，比如根据儿童年龄划

分阅读区域等。

“童书 + 编织想象：当童书

遇见时尚” 特展成为本次展会的

亮点，展览呈现了 150 余本来自

21 个国家的优秀绘本。读者既能

一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几

十年来的服饰搭配，也能看到草

间弥生、可可·香奈儿、保罗·史

密斯等时尚大师的人物生平与

创作理念，还可以从《金绣娘》

《黎族织锦与大力神》等中国绘

本中看到非遗工艺与民族文化。

为纪念马可·波罗逝世 700 周

年，“马可·波罗： 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见证与传承” 特展，展示了

50 本讲述马可·波罗传奇之旅的

图画书。

徐翌晟

� � � � 本报讯 日前，中国编辑学

会美术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举

行 2024 年年会， 并评选出第三

十四届“金牛杯” 优秀美术图书

金、银、铜奖。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清代贵州名贤像传》荣

获银奖。

《清代贵州名贤像传》是一

本收录 48 位清代贵州名贤画像

和小传的书，每人一像一传。 入

选标准有二：首先，入选者需人

品、学品俱佳，且对国家民族社

会贡献较大， 事迹值得大力宣

扬；其次，要有可靠的人像依据

和文献资料，最终 48 人入选，其

中有黎安理、黎庶昌、郑珍、莫友

芝等沙滩文化代表人物；还有著

名教育家雷廷珍、晚清名臣丁宝

桢等， 可谓是一部 “山高人为

峰” 的贵州文脉简史。 编著者凌

惕安先生为贵州文化乡贤 ，有

《滇游草》《咸同贵州军事史》

《郑子尹先生年谱》《黎莼斋先

生年谱》等著作传世。 《清代贵

州明贤像传》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于 1946 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1 月放大影印出版。

据介绍，“金牛杯” 美术图

书评选活动，是国内美术出版领

域的一项盛事，至今已走过三十

四个春秋。 本届“金牛杯” 美术

图书的评选设立了初评、 复评、

终评三个环节。 首先由专家评委

进行初评；再由出版社社长或总

编辑从初评入选图书中投票进

行复评；最后由评委会领导小组

终评。 本届参评图书 600 余种，

共评选出“金牛杯” 优秀美术图

书金奖 18 个、银奖 42 个、铜奖

61 个、优秀编辑 10 人、书籍装

帧设计奖 10 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 � � � 阅读《圆梦贵阳》的体验是

愉悦的，既轻松又感动，余味悠

长。 这是一本由贵阳市文联组

织编撰、 采写的记述 “新贵阳

人” 故事的口述史，也是有关新

时代贵阳的城市史书写。 全书

内容于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既新鲜又亲切。 我被其中许多

温暖的生活细节所感动， 被其

中记录的贵阳城市二十余年间

所发生的巨大变迁所震撼 ，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新气象与生机

活力。

《圆梦贵阳》里有一些我很

熟悉的人物,这种熟悉，是因为

我是他们的观众和粉丝。 比如说

我常去看贵州京剧院的折子戏，

对著名琴师张明玮的演奏、青年

演员李晨阳扮演的白娘子印象

都非常深刻；我也去贵阳交响乐

团听过演出；出演贵阳方言情景

剧《六点开心帮》的李钟璐，更

是我很喜欢的演员，没想到他是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后来留在贵

阳创业、生活。

但这种熟悉是要打引号的，

对他们，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的

喜爱和关注。 实际上并不了解他

们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以及事业

发展的状况。 这本书给我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参照。 仿佛他们变成

我身边熟悉的朋友，我能够更充

分、细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 同

时，这本书又给我介绍了很多新

的朋友。 这些朋友来自五湖四海

甚至国外，来自各行各业，他们

在贵阳定居下来，把贵阳当成了

家与归宿，从异乡人变成了新贵

阳人。 他们用自身的才华、经验

和能力拼搏奋斗，在事业上闯出

了一番天地，也带来新的思路与

理念，不断为新时代贵阳的发展

做出贡献。

《圆梦贵阳》 以口述的方

式，向读者生动展示了这些“新

贵阳人” 的个人生活经历，与贵

阳的缘分、 在贵阳创业发展、取

得成就的历程。 也从他们个人的

视角，见证了贵阳在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二十余年间的巨大变

迁。 贵阳如何从一个人才的流出

地，变成了一个高层次人才的净

流入地呢？ 《圆梦贵阳》可以给

我们提供一些生动鲜活又实实

在在的答案。

除此以外， 我更关注的是

《圆梦贵阳》这本书的城市史书

写方式。 这本书以受访者口述为

主，经过作家整理为文字，同时

以附文的方式展现作家对受访

者的观察印象。

《圆梦贵阳》展现了丰富的

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口述人自

己提供的，又是作者观察、捕捉

到的。 这一系列细节，让我们更

直接地感知一个个活生生的个

体。 他们的生活与事业经历、他

们与贵阳城融合共生的经验。 这

些时光细节，让读者更容易被带

入书中。

来自白俄罗斯的大提琴演

奏家赫尔曼专注于做出一道地

道的麻婆豆腐。 从小在贵州大学

校园长大的英国小伙大卫，在游

历了世界各地之后，仍然选择定

居贵阳，从事用视频作品推荐贵

州人文山水等工作。 在深圳快节

奏打拼过的王晓敏，因为在贵阳

能坐下来慢慢吃一份早餐而决

定留下来，后来成为著名的网络

小说作家，圆了“文学梦” 。 书中

有一部分“新贵阳人” ，是因为

公司业务在贵州而来到贵阳。 另

一些人是因看到贵阳的剧团、乐

团、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对人才

求贤若渴，并提供优厚待遇而选

择留在贵阳。 也有许多人留在贵

阳，是因为爱情，成了贵阳的媳

妇或女婿。

实际上，每个人留在贵阳更

重要的契机，仍与个人的发展定

位有关。 他们在贵阳看到了事业

发展的机遇、 市场可拓展的空

间，以及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与

较高的平台。 这些新贵阳人，用

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在贵阳开辟

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收获了个

人的幸福生活。 与此同时，这些

定居下来的新贵阳人渐渐也变

成了“老贵阳” ，变成贵阳通、贵

州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贵州和

贵阳的“文化大使” ，起到了传

播贵州文化的桥梁作用，反向把

贵阳的风物、文化，乃至产业推

介到了全国、全世界。 书中也有

他们生活的困惑与烦恼，比如来

自贵州金沙的“讨书的哥” 余太

湖的口述，就很客观地呈现了跑

出租及从事公益事业时，遇到的

困难与困惑。

在这些细碎的时光细节中，

他们慢慢将身心融入了贵阳的山

水、人文、气候、美食、市井生活

中，慢慢地获得了一种“我是贵

阳人” 的身份认同。 这就是我说

的时光细节，情归筑城。

口述史的记述方式，不仅仅

是受访者的叙述，《圆梦贵阳》

这本书还提供了一个负责采

访、整理的作家的观察视角。 它

既是一种观察的视角， 也是一

种与受访者沟通和交流的视

角， 形成一种彼此生命体验的

交流。 全书多角度、立体化呈现

这群“新贵阳人” 的故事及贵阳

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实际上是

编著者、 受访者 （口述者）、整

理者（作家）三方视角，都在审

视“人与城” 的关系。

在 《圆梦贵阳》 中我们看

到，“城与人” 是双向奔赴，彼此

成就的。

上海国际童书展吸引逾四万名观众参与

相聚“童书派对” 共享阅读盛宴

第三十四届“金牛杯” 优秀美术图书奖公布———

黔版图书《清代贵州名贤像传》获银奖

时光细节，情归筑城

———《圆梦贵阳》的城市史书写

卢慧彬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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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 � � � 通常我们所见的史书， 大多是以人

类为中心书写的， 讲述的是人类文明与

世界的互动关系。 但就物种的角度而论，

人类只是地球生命中的新成员。 在地球

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尽管人类贡献颇多，

但其他动物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

果没有其他动物提供食、住、行、衣、药以

及许多其他东西，人类就无法繁衍发展。

审视其他动物的作用， 有助于我们更加

深入、 全面地理解地球漫长且复杂的生

命故事。 《50 种动物的世界简史》一书，

从 50 个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入手，展现了

动物在重大历史事件或长期趋势中所扮

演的角色。

本书开篇探究了一些重要的早期动

物，包括水基动物怎样开始进化成适应陆

地生活的起源动物，以及在地球上漫步了

数百万年的恐龙。 虽然大多数恐龙已灭

绝，但有一群却以鸟类的形式幸存了下来

并繁衍到今天。本书第一章探讨了地球上

的生命如何演化所引发的争论，以及加拉

帕戈斯群岛上的雀鸟是如何启发达尔文

提出进化论的。第二章详细描述了人类是

如何利用动物来帮助自己实现生存和发

展的。 包括从第一种被驯化的动物———

狗，到马、鸡、猪、美洲驼等其他重要的农

用物种。 本章还详述了公元前 390 年左

右， 鹅是如何拯救古罗马免于彻底毁灭

的，以及鸸鹋是如何成为一场军事战役的

焦点并最终赢得胜利的。第三章展现了动

物在神话、宗教和文化中所扮演的具有重

大象征意义的角色。一些动物很大程度上

被误解，比如狡猾的赤狐、爱恶作剧的猴

子和具毁灭性的蝙蝠；其他动物，例如欧

亚棕熊作为保护图腾而受人尊崇，鸽子则

象征爱和纯洁；另一些动物，例如灰狼、狮

子和鹰与一些伟大的帝国和政治权力有

关。 第四章考察了动物是如何为科学、卫

生与医疗作出贡献的。包括一些从绝对意

义上来说要人命的动物， 比如跳蚤和蚊

子，也包括那些有助于治病的动物，比如

水蛭和豚鼠。最后一章讲述了一些动物是

如何被用在贸易和工业中的例子，最早的

例子追溯到被驯化的首批动物， 比如牛、

还有蚕和单峰驼，在数百年间它们是如何

刺激和促进长途贸易发展的。文末考察了

人类是如何充分利用海洋生物的，其中特

别关注了史上最大的动物蓝鲸。

《50 种动物的世界简史》一书从全

新的视角出发，追溯到数亿年前，甚至是

在人类最远的祖先出现之前。 通过这 50

种不同动物的故事、影响和意义，勾勒出

从最早生命形式诞生之时到 21 世纪的

世界历史图景。 从动物塑造人类历史并

为之作出贡献的进程中， 考察人是如何

看待、利用其他动物的，又是如何受其他

动物影响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人类远古先民刚开始拿起画笔，便

在洞穴的岩壁上留下了包括鸟儿在内的

各种精美动物图案。 《画笔下的鸟类

学》一书，讲述了从古至今鸟类绘画的

发展史。

正如书中所说， 史前文明的鸟类绘

画形象往往具有精神意义和原始宗教层

面的意义。

在中世纪欧洲的艺术作品中， 鸟类

的表现手法也大都是象征性的， 而且大

都与宗教紧密相关。 从 7 世纪到 15 世纪

的宗教手稿中都装饰着漂亮的插图，它

们以手工精心描绘上色， 使用金箔的频

率与使用墨水和颜料的频率相当。 在书

页边缘， 鸟类出现在程式化的植物叶片

里，又或是以独立的图案出现。 但随着文

明的发展进程， 人们画笔下的鸟类朝着

“艺术审美” 和“科学博物” 两个方面齐

头并进。

纵观东、西方绘画艺术史，鸟类都是

画家观照的对象。 早在唐朝 （618 年—

906 年）初年，中国艺术家就极为擅长让

鸟类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领先西

方艺术家数世纪之遥。 通过长久耐心地

观察作画对象，创作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这就是中国绘画里的“花鸟画” 门类，鸟

类和花朵往往被搭配在一起， 创造出优

美的情境。

与中国的花鸟画家一定是画活的鸟

类不同， 西方艺术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

对着死去的标本画画。 这既与中国的花

鸟画重神韵、西方艺术家重写实有关，更

与西方的“科学博物” 传统相关。 书中写

道，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明确描述了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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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人民情怀 时代颂歌 中国故事

———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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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变幻、民歌荟萃和获奖作家的娓娓讲述中，第十三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广西南宁

落下帷幕，25 部作品和 5 位译者获此殊荣。

� � � � 根植生活沃土， 坚守人

民情怀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家在谈到创作心

得时，无不提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重要性。

《阿娜河畔》作者、作家阿舍说，她

在创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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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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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将日常

立为传奇，故事里有裁缝、说客、侦探、歌

王……“那一捧碧绿的油菜苔，就是挥不

去、抹不掉的故乡味道，也是文学创作的

精神原乡。 ” 凡一平说，“故乡赐予我灵

感，我也通过文学反哺家乡。 ”

“创作与生活，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

就像互为镜像的玻璃。 ” 诗人黄芳的诗集

《落下来》以生活点滴为切入点，抒写生

活日常的体悟， 阐发对社会事件的观察

和思考，记录故土和异地的风土人情。

作家北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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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个内陆湖在工业

文明时代的挣扎与新生。 几经修删，《洱

海笔记》最终以行走描绘地方的方式，展

现和谐、和睦、和美的人间景象。

“90 后” 获奖作家柳客行自幼罹患

脊髓性肌萎缩症，长期在轮椅上写作。 文

学成为他的“双腿” ，托举他登上文学殿

堂。 “这世间真善美的种子播种成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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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动情地说道。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颂歌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书写波澜壮

阔的山乡巨变，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壮

美画卷。

2022 年夏天，一场篮球赛，让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贵州台盘村这个中国西

部的小村庄。

“‘村 BA’ 远远超越了一场篮球比

赛本身的意义。 ”敏锐的作家姚瑶深扎到

这个村庄， 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

探寻“破圈” 的文化密码。 报告文学作品

《“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由此诞生。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看见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

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 ” 姚瑶说，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正在以强大的内生动

力和现代方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乡村

蓬勃发展的美好故事。

从山乡巨变到高原脱贫攻坚，全景

式呈现伟大时代变革，作家是忠诚的记

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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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牛海坤聚焦农牧民妇女，

“她们的坚韧与顽强， 给了我创作的灵

感和感动” 。

作家吉米平阶曾带领工作队深入

藏东昌都八宿县林卡乡，与当地村民同

生活同劳动一年多。 他所著的《幸福的

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以生动的

细节、质朴的故事、翔实的数据，展示

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变和成就。“时代

的发展往往超越作家的经验和想象。 ”

吉米平阶感慨道。

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中国故事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用文字丈量辽

阔的祖国大地，以诗意盎然的方式呈现壮

美的民族文学景观。

尼玛潘多的小说《在高原》以主人公

一家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 艺术地呈现了

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 汉藏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故事；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

这样红》 反映了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

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翻译，完成着文化之间的交流。 ”本届

骏马奖翻译奖得主———翻译家艾布，把获上

一届骏马奖的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

记》，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原著与译著荣获

同一奖项，在骏马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自己沉入西北乡间，用一本书，翻

开来自南方的热烈。 ” 在颁奖典礼的作家

短片“文学跨越山海” 中，跟随着艾布的

讲述，红日笔下的驻村日常，在新疆的广

袤大地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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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潘

灵认为， 这些年作家群体视野得到了极大

拓展，“更加关注所处的时代整体，关注民

族团结进步， 注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魅力” 。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骏马

奖展现了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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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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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 艺术地呈现了

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 汉藏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故事；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

这样红》 反映了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

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翻译，完成着文化之间的交流。 ”本届

骏马奖翻译奖得主———翻译家艾布，把获上

一届骏马奖的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

记》，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原著与译著荣获

同一奖项，在骏马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自己沉入西北乡间，用一本书，翻

开来自南方的热烈。 ” 在颁奖典礼的作家

短片“文学跨越山海” 中，跟随着艾布的

讲述，红日笔下的驻村日常，在新疆的广

袤大地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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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潘

灵认为， 这些年作家群体视野得到了极大

拓展，“更加关注所处的时代整体，关注民

族团结进步， 注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魅力” 。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骏马

奖展现了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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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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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怀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家在谈到创作心

得时，无不提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重要性。

《阿娜河畔》作者、作家阿舍说，她

在创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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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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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将日常

立为传奇，故事里有裁缝、说客、侦探、歌

王……“那一捧碧绿的油菜苔，就是挥不

去、抹不掉的故乡味道，也是文学创作的

精神原乡。 ” 凡一平说，“故乡赐予我灵

感，我也通过文学反哺家乡。 ”

“创作与生活，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

就像互为镜像的玻璃。 ” 诗人黄芳的诗集

《落下来》以生活点滴为切入点，抒写生

活日常的体悟， 阐发对社会事件的观察

和思考，记录故土和异地的风土人情。

作家北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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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个内陆湖在工业

文明时代的挣扎与新生。 几经修删，《洱

海笔记》最终以行走描绘地方的方式，展

现和谐、和睦、和美的人间景象。

“90 后” 获奖作家柳客行自幼罹患

脊髓性肌萎缩症，长期在轮椅上写作。 文

学成为他的“双腿” ，托举他登上文学殿

堂。 “这世间真善美的种子播种成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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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动情地说道。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颂歌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书写波澜壮

阔的山乡巨变，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壮

美画卷。

2022 年夏天，一场篮球赛，让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贵州台盘村这个中国西

部的小村庄。

“‘村 BA’ 远远超越了一场篮球比

赛本身的意义。 ”敏锐的作家姚瑶深扎到

这个村庄， 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

探寻“破圈” 的文化密码。 报告文学作品

《“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由此诞生。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看见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

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 ” 姚瑶说，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正在以强大的内生动

力和现代方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乡村

蓬勃发展的美好故事。

从山乡巨变到高原脱贫攻坚，全景

式呈现伟大时代变革，作家是忠诚的记

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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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牛海坤聚焦农牧民妇女，

“她们的坚韧与顽强， 给了我创作的灵

感和感动” 。

作家吉米平阶曾带领工作队深入

藏东昌都八宿县林卡乡，与当地村民同

生活同劳动一年多。 他所著的《幸福的

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以生动的

细节、质朴的故事、翔实的数据，展示

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变和成就。“时代

的发展往往超越作家的经验和想象。 ”

吉米平阶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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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 汉藏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故事；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

这样红》 反映了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

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翻译，完成着文化之间的交流。 ”本届

骏马奖翻译奖得主———翻译家艾布，把获上

一届骏马奖的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

记》，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原著与译著荣获

同一奖项，在骏马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自己沉入西北乡间，用一本书，翻

开来自南方的热烈。 ” 在颁奖典礼的作家

短片“文学跨越山海” 中，跟随着艾布的

讲述，红日笔下的驻村日常，在新疆的广

袤大地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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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潘

灵认为， 这些年作家群体视野得到了极大

拓展，“更加关注所处的时代整体，关注民

族团结进步， 注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魅力” 。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骏马

奖展现了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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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 � � � 根植生活沃土， 坚守人

民情怀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家在谈到创作心

得时，无不提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重要性。

《阿娜河畔》作者、作家阿舍说，她

在创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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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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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将日常

立为传奇，故事里有裁缝、说客、侦探、歌

王……“那一捧碧绿的油菜苔，就是挥不

去、抹不掉的故乡味道，也是文学创作的

精神原乡。 ” 凡一平说，“故乡赐予我灵

感，我也通过文学反哺家乡。 ”

“创作与生活，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

就像互为镜像的玻璃。 ” 诗人黄芳的诗集

《落下来》以生活点滴为切入点，抒写生

活日常的体悟， 阐发对社会事件的观察

和思考，记录故土和异地的风土人情。

作家北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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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个内陆湖在工业

文明时代的挣扎与新生。 几经修删，《洱

海笔记》最终以行走描绘地方的方式，展

现和谐、和睦、和美的人间景象。

“90 后” 获奖作家柳客行自幼罹患

脊髓性肌萎缩症，长期在轮椅上写作。 文

学成为他的“双腿” ，托举他登上文学殿

堂。 “这世间真善美的种子播种成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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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动情地说道。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颂歌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书写波澜壮

阔的山乡巨变，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壮

美画卷。

2022 年夏天，一场篮球赛，让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贵州台盘村这个中国西

部的小村庄。

“‘村 BA’ 远远超越了一场篮球比

赛本身的意义。 ”敏锐的作家姚瑶深扎到

这个村庄， 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

探寻“破圈” 的文化密码。 报告文学作品

《“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由此诞生。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看见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

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 ” 姚瑶说，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正在以强大的内生动

力和现代方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乡村

蓬勃发展的美好故事。

从山乡巨变到高原脱贫攻坚，全景

式呈现伟大时代变革，作家是忠诚的记

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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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牛海坤聚焦农牧民妇女，

“她们的坚韧与顽强， 给了我创作的灵

感和感动” 。

作家吉米平阶曾带领工作队深入

藏东昌都八宿县林卡乡，与当地村民同

生活同劳动一年多。 他所著的《幸福的

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以生动的

细节、质朴的故事、翔实的数据，展示

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变和成就。“时代

的发展往往超越作家的经验和想象。 ”

吉米平阶感慨道。

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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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种动物的世界简史》：

动物视角的地球文明史

《画笔下的鸟类学》：

讲述鸟类绘画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