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3 日上午，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委员会投票表决， 评选
出 25 部获奖作品和 5 名获奖译者。 其中，来
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青年作家阿克鸠射和彝
族青年女作家阿微木依萝，凭借《悬崖村》和
《檐上的月亮》 分获第十二届（2016—2019）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报告文学
奖”和“散文奖”。第一时间，四川省作协通过
电话向两位获奖作家表示祝贺。“骏马奖”是
中国作协颁发的 4 个重要奖项之一， 也是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 自 1981 年
创办以来，连续举办了 12 届评奖，四川省已有
少数民族作家 37 人次先后获此殊荣。

四川省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
之一。 从 1992 年开始，四川省设立“四川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 已连续举办七
届。 省作协在评奖工作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
以汉语创作为主， 有部分藏族和彝族作家用
母语创作，他们热爱家乡，热爱本民族文化，
创作出了诸多具有四川地域文化色彩和本民
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 近年来，四川省作协
加大青年作家的培养力度， 每年除举办多次
青年作家培训班、组织作家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学采风活动外，巴金文学院每年
还签约一批优秀青年作家。 在本届“骏马奖”
的参评作品中，阿微木依萝、尹向东、英布草
心、 羌人六和南泽仁 5 位巴金文学院签约作
家的作品入选初选作品名录， 最终阿微木依
萝获奖。

据悉， 四川省作协自 2018 年开展文学扶

贫“万千百十”活动以来，每年扶持一批重
点作品选题，以主题文学精品创作书写四川
文学崭新篇章，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新的文学力量。《悬崖
村》入选 2018 年度“万千百十”重点作品扶
持选题，今年 4 月 23 日，不仅在“2019 四川
好书”榜上有名，更入选了 2019 年度“中国
好书”。 “中国好书”评价该书，“一个贫困
村所发生的变化背后的故事，就写在了这样
的一本书中， 就像一滴水映射出阳光一样，
在这本书中映射出的是政府和每一个个体
为脱贫攻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惊人的成
就。 ”《檐上的月亮》被搜狐网等网站选入
“2019 年度收藏书单”。 四川省民族宗教委
员会在推荐本届参评作品时， 也将 《悬崖
村》和《檐上的月亮》列入推荐参评作品。

阿克鸠射在谈到《悬崖村》的创作时
说：“我以记者的敏锐感和承担脱贫攻坚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跟踪‘悬崖村’6
年多时间，采访数十次，对话上百人，记录
下了深度贫困乡村基层干部、党员、村民脱
贫奔小康的心声，以及齐心协力建钢梯、养
山羊、种油橄榄、开发旅游业、发展教育事
业的真实历程。《悬崖村》从一个彝家山寨
的小角度，反映出彝区脱贫攻坚的艰巨性、
复杂性，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中国
共产党对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
能少的庄严承诺。 在作品中，我用朴实的语
言和生动的图片，真实地呈现了‘悬崖村’
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艰苦，描述了‘悬崖
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

持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帮扶下，转变思
想观念、 艰苦奋斗， 建起方便出行的钢
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重视
教育， 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之路的
故事。 ”

《檐上的月亮》 是阿微木依萝的首部
散文集，收录了 32篇散文，以她在浙江、凉
山、东莞等地的生活为背景，描述了她与亲
人、 朋友以及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认识的
其他陌生人之间的小故事。 阿微木依萝在
谈到她的创作时说：“漂泊在外乡的我时
常感觉是一只‘流浪狗’，在那些没有乡音
的路上暗地里呜呜叫。没人肯听我的方言，
只要发声他们就让我说标准的普通话，让
我遗忘了本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使用不多
的母语。我像个虚构的彝族人的精灵，要跟
祖先接近，只可借用古老的咒语般的心。在
心中，那片我虚构的彝族人的精灵世界中，
我与先祖终于能在睡梦中相见。 人只要走
出去，就注定想要走回来。我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已经回‘家’了。 写作者在人间流浪，
回‘家’是可疑的。他可能幸运地拥有过一
片屋檐，也许是他先祖的屋檐，也许是他梦
中或记忆中的那片屋檐， 但在屋檐的上空
一定会飘着永不熄灭的月光。 ”

当问到两位作家获奖后的打算时，
阿克鸠射和阿微木依萝的回答几乎是一
致的， 获奖是对过去自己创作的一种肯
定，明天将会是新的一天，要用手中的笔
继续书写崭新的未来。

（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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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
室、绵阳市作家协会主办，绵阳日报社、铁骑力
士集团承办的“王晓阳散文集《如是我文》研
讨会”在绵阳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侯志明，绵阳市政协副主席李京平、尚丽平
以及来自省内的作家、 评论家共 30 余人参加
会议。 研讨会由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马平主持。

侯志明在讲话时指出，绵阳的文学队伍整
齐、实力强、基础牢固，有一大批在国内都备受
关注的优秀作家。 他说， 绵阳日报社旗下的
《绵阳日报》《绵阳晚报》一直坚持开办副刊，
培育成长了一批作家，这个经验值得总结。 他
还说，参加《如是我文》座谈会的有地方党政
干部、评论家、企业家，表现出绵阳社会各界对
文学创作的重视。 他希望绵阳要继续创造并保
持良好的文学氛围，加大对文学事业发展的支
持力度，出人才、出精品，为四川的文学事业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如是我文》的写作

手法、文学特点、社会价值等进行发言，认为这
部作品内容广阔、行文老道、笔意纵横、笔势雄
健，行文表达节制而自由。 作者将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所识所忆等荟萃于书，有对历史的沉
思，有对现实的点评，有对文艺的品评，集欣赏
性、哲理性、可读性于一体。同时从书中文字多
以历史场景入题，用考据手法，以史为鉴、以古
鉴今，通过恰当的评论，引导人们如何正确地
面对生活、面对历史，可圈可点。

王晓阳现任绵阳日报社总编辑、四川省报
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从事媒体工作三十余
年，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写作。 此次出版的《如
是我文》，是他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创作的文学
作品中精选的结集。 全书共收录文章 81 篇 22
万字，分行旅、阅人、世说、史札、剧点、书话等
六辑，呈现作者工作间行走各地的见闻、对世
间百态的评说， 表达作者常年坚持阅读的感
悟，以及对阅读史书的点评和看影视作品的随
想。 （研雯）

8 月 29 日，“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在
泸州市古蔺县郎酒庄园举行。80 多位成渝双城
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齐聚一堂，多位朗诵
家纷纷登台，吟诵两地经典诗作。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应邀出席。 他说，经
济可以分开，政治可以分开，但巴蜀文化互相
交融，那么漫长的历史，要切断它内在的联系，
是绝不可能的。 而今，在一杯好酒的邀约之下，
成渝两地诗人重新聚集起来， 我觉得更有意
义。 而这个过程，阿来将其形容为一次向酒的
学习。 “我们年轻时刚喝酒是从江津白酒开始
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品酒， 尤其是 50 年的郎
酒、30 年的郎酒， 能够深入品味它的味道的时
候， 我们已经从酒的这所学校光荣毕业了，向
酒学习一直是传统。”阿来表示，将来还要多来
郎酒集团，在这里学得到两种东西，工匠精神
和企业家精神。 而这两种精神对艺术家的劳
动，跟文学家的劳动，跟诗人的劳动，其实是高

度相通的。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

说，这是一次成渝两地老中青诗人的聚会，这个
老中青是四代，既有 80 岁高龄的老诗人，也有
20 多岁的年轻诗人。这是我们成渝两地诗人的
四世同堂，应该成为成渝两地历史上重要的文
化符号。 说四川是中国诗歌的重镇或者成都是
诗歌的重镇， 它其实包含了重庆的很多诗人。
梁平感言：“诗歌重镇这个符号，是我们成都和
重庆乃至四川的其他地市州所有诗人们共同
创造的。”他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让四川的诗
歌重镇，让成渝两地的诗歌真正再造辉煌。

诗人们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锻造当
代成都和重庆诗歌共同的巴蜀文化基因和血
脉，为成都和重庆诗歌的飞升提供更为厚实和
磅礴的根基，打开四川诗歌和重庆诗歌发展新
的向度和广袤空间，为中国诗坛呈现“成渝一
代诗风”。 （卓迅）

8 月 7 日至 11 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
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主办， 甘孜州文联承办的
“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甘孜文学实践活动”在
康定举行，来自北京、辽宁、云南、内蒙古、西藏
等地以及四川本地的 80 余名作家、 翻译家参
加。

本次活动以写作培训、文学采风、交流探讨
为主要内容，组织多民族作家深入生活，书写新
时代新风采，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活动

期间，作家们走进甘孜州民族博物馆、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馆、二郎山地质博物馆、折多山、新
都桥、塔公草原等地，感受甘孜州古朴厚重的民
族文化。 活动中，还围绕“小说创作”“文艺的
人民性为社会培根铸魂”“文学翻译的实践与
探索”“藏族当代小说创作的维度”等主题，开
展了 4 场专题文学讲座， 着力提升文学创作者
的能力水平，培养优秀的藏文作家、翻译家。

（甘迅）

近日， 由阿坝州作协、《草
地》 杂志社和若尔盖县作协联合
主办的 “助力脱贫攻坚 书写时
代华章”文学采风活动在若尔盖
县举行。阿坝州文联主席、作协主
席巴桑， 阿坝州文联副主席王庆
九、《草地》杂志主编蓝晓梅和州
内的部分作家、文学爱好者近 20
人参加了活动。

作家们先后深入到若尔盖县
唐克镇俄色村、白河社区、黄河九
曲第一湾、嫩哇、红星乡郎木寺加
措医院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作家们与贫困户、 集体经济带头
人、脱贫致富典型代表沟通交流，
听取他们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创业
经历和奉献社会的典型事迹。 作
家们纷纷表示感受颇深， 愿以手
中的笔抒写若尔盖草原的大美风
光和当地人民立志创业的故事。

（周家琴）

8 月 28 日，资阳市文联主席
魏华、 安岳县作协主席李文凯一
行到成都铁路技工学校开展助学
活动， 为农民作家田太伦之子田
雷雷献爱心。 田太伦是安岳县岳
新乡岩湾村 5 组农民， 长期在外
地打工，坚持业余创作，已出版长
篇小说《漂泊青春》《漂泊岁月》
《漂泊人生》，因患病于今年 6 月
去世。他住院治疗期间欠下外债，
其子读书面临困难。 资阳市作协
联合资阳蜗牛有爱志愿服务队、
资阳市“银龄时代”志愿服务队、
资阳市爱心帮扶协会、 资阳市作
协、 四川昊众网络有限公司等多
家爱心组织及单位， 将所募捐得
来款项， 通过资阳市慈善总会一
次性定向全部给予资助。 （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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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 威远县作家协会
诗词作品展在 “第六届中国·威
远无花果采摘节”上亮相。 威远
县作协共组织会员创作作品 100
余件， 并从中精心挑选了 40 篇
（首）诗词，以“天下穹窿，魅力
威远”为主题展出。近年来，威远
县作协积极组织会员创作，主动
参与县委、 县政府的中心工作，
努力参与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
文化品牌， 先后开展送文学进
村、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并已
成为威远县作家协会工作的一
个常态，年年有主题，岁岁写新
篇。 （胡卫东 樊碧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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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间诗刊档案》分享会在青白江区举行

8 月 15 日，“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作
品扶持项目 《四川民间诗刊档案》 分享
会”在青白江区举行。 省作协创研室副主
任黎正明，青白江区文联主席李领及区作
协负责人、作家、诗人近 40 人参加会议。

胡仁泽编著的 《四川民间诗刊档案

(1979-2019)》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
版。 编著者耗时近 4 年，收集、校编、整理
收录四川民间诗报、诗刊共 236 种，所收
民刊时间跨度达 40 年， 是一部当下较为
完整的四川民间诗刊资料专集。

（刘有贵）

“青松杯”第四届全国小小说征文表彰仪式在乐至县举行

8 月 7 日，“青松杯”第四届全国小小
说征文表彰仪式在乐至县举行， 四川省作
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杨华，《微型小
说月报》副主编刘春先，资阳市作家协会
主席唐俊高，乐至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晓霞，
省小小说学会会长欧阳明、 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骆驼、副会长杨轻抒、王平中以及获
奖作家代表、 省小小说学会会员代表、资
阳、乐至本地作家代表 60 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征文活动以桑蚕和茧丝绸为主

题， 历时四个月， 共收到全国各地来稿
4528 篇。 经评委会评选，相裕亭《内绣》获
一等奖，崔立《春蚕》、石建希《斗锦》、侯
文秀《喜鹊》获二等奖，张玉兰《陌上桑》、
都国胜《桑海离离》、蓝月《蚕一样的女
人》、麻坚《你有啥本事》、余显斌《半块丝
巾帕》、金狐《久远的“丝”念》获三等奖，
何涌《桑榆情》、何竞《蚕和嫘祖》等 20 篇
作品获优秀奖。

（晓文）

南部县举行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征文大赛颁奖典礼

8 月 28 日，由南部县宣传部、南部县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南部县文联主办，
南部县文化馆、南部县作协承办的“我为
祖国点赞”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征文大
赛颁奖典礼在南部县文化馆举行。 来自成
都、江油、广安、泸州、南充等市、县文联、作
协领导以及获奖作者代表、南部县作协会
员代表 70 余人参加。

梁仕培、 周奇、 废墟舞者获特别荣誉
奖，邹安音、南鸿子获一等奖，杨胜应、陈国
清等四位作者获二等奖，杜安成、杨小娟等
6 位作者获三等奖，廖天元、唐刚等 15 位
作者获优秀作品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还
举办了“名家有约·走进八尔湖”文学创作
采风笔会。

（林子）

日前，三台县档案馆陈列展出本土作
家作品，被称作为意义深远的“收藏夹”。
三台作家作品展，展示了三台从汉代至明
清， 有作品传世的诗人作家及作品名录；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台发生的文学
大事记；三台县为繁荣本土文学，编印的
一系列内部报纸及刊物；三台作家协会成
立以来，在中共三台县委及其主管部门领
导下，编辑并公开出版的重点文学作品及
文学丛书等内容。

近年来，三台县作家协会组织作家主
动、自觉关注和投身社会生活，用文学的
手段，记录本地的重大事件及火热的时代
生活。 在实施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
中，三台作家主动下农村深入生活，连续
两次受到省作协的通报表扬。 三台县的档
案工作者说 ，讲好中国故事，是作家的社
会责任， 而将这些作家讲的故事搜集起
来，进行展示，也是档案工作者的份内之
责。 （邹开歧）

三台县档案馆设立本土作家“收藏夹”

祭鸿散文集《落不定的尘埃》分享会在北川举行

8 月 1 日， 祭鸿散文集 《落不定的尘
埃》分享会在北川县图书馆召开，会议由
北川县作协副主席尹艳主持， 北川县作协
30 余名会员参加分享会。 李春、廖洪莉、袁
秀华、周茗鸢、袁志芳、缑登蓉、彭宇等针对
作品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祭鸿几十年

如一日地坚持创作， 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人
文情怀，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对生命的关
照，有能触摸到日常生活的体温，更有发自
内心、能感化他人，感化自己的生命热情和
力量。

(袁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