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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展现藏地生活变迁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协主办，为鼓励优秀长
篇小说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繁荣而设立的国内
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
本届茅盾文学奖共有10部入围作品。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评委会主任张宏森表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是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第一次国家级文学奖项的
评选。“把那些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新时
代文学发展成就和思想艺术水平的优秀作品评选出
来，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与目标。各位评委充分认识
到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庄严价值，始
终牢记茅盾文学奖的指导思想和评奖标准，牢牢把
握正确导向，着眼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局，对文学规
律、文学价值和作家劳动予以充分尊重，坚持社会责
任和艺术良知，认真周详、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最
终选出了5部体现4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卓越成就的
作品。”

青岛作家杨志军多年来笔耕不辍，在长篇小说
领域建树卓著，他的早期代表作有《海昨天退去》《环
湖崩溃》等，2005 年推出的《藏獒》获得多个重量级
文学奖奖项，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以边疆草原为背景的《雪山大地》全景式地展现
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小说
以“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深入沁多草原、调查牧民
生活为主线，情节涵盖了雪域高原的生产、教育、商
业、医疗、环保等一系列领域，生动地记载了诸多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描摹雪域高原沧桑巨
变的同时，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
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展现了一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史、
牧民生活的变迁史、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小
说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以“父
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耕耘
建设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

《雪山大地》面世后得到了文学界的持续热议和
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同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杨
志军曾在《雪山大地》研讨会上表示：“我感恩雪山，
感恩生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地写出
有关青藏高原的作品。”

青岛文学实现“茅奖”零的突破

《雪山大地》获得茅盾文学奖，实现了青岛文学
在这一奖项上的零的突破，杨志军也成为山东文学
史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四人。此前3位获奖作家
及其作品分别为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张炜的《你在
高原》、莫言的《蛙》。

在得知杨志军以最高票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后，青岛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文联领导第一时间向
杨志军表示祝贺和问候。市文联党组书记魏胜吉表
示，这是杨志军继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
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之后
获得的又一个文学大奖，可喜可贺。在此之前，铁
流、许晨分别获得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铁流
两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多位作家获得国家级大
奖，展现了青岛作家队伍雄厚的创作实力。青岛市
委市政府对文学艺术事业高度重视，实施了一系列
文艺精品扶持奖励政策，青岛的作家队伍越来越活
跃，创作成果越来越丰硕，作品质量越来越精湛，在

全国、全省屡获佳绩，影响广泛。
青岛市作协主席铁流表示，这是青岛文学界的

一件大事，杨志军老师这么多年来潜心创作，将整个
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生活的最深处，自然会捧出
最为炽热与动人的作品。“杨志军老师为人低调，他
好似一泓深沉的泉水、一座沉默的大山，但内心深处
却是炽热的岩浆。他的作品有热度、有力度。”铁流
表示，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创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杨
志军的获奖填补了青岛文学史上的空白，同时也树
立起一个标杆，将对青岛文学的创作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获奖是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在得知自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杨志军正
在青海采风，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他表示，获得
茅盾文学奖会让自己感受到一种长久的喜悦，对一
个作家来说，是鼓励，但也是从零开始的鞭策。“获
奖是对一名作家创作，而且是几十年连续不断创作
的一种总结、一种认可。茅盾文学奖代表着一种国
家最高的文学标准，一名作家能得到认可，自然是
非常激动的。它也意味着一种总结，总结自己几十
年的写作历程、心血、思考，还有得失等。同时，总
结也意味着重新开始、从零开始，此后也许能写出
更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杨志军坦言，创作时间越
久，会发现自己对文学的认知越纯粹，“之所以可
以这么长时间地创作下去，其实是在用生命拥抱文
学。对一个作家而言，生命的质量就在于不断地创
作作品。”据透露，杨志军下一部作品写的仍然是
青藏高原，大约明年就能与读者见面，而他取材于
青岛的“海洋·都市”系列长篇小说也会继续创作
下去。

把雪山大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杨志军曾在《雪山大地》创作谈中写道：在当下
风格多样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
树碑立传的写作并不多。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
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
分。“父辈”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
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
即散的灰土。

杨志军说，正是有了父辈们的不断“扎根”，才有
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归属感。对我们来
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
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
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
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
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
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
中，经历着从外貌到心灵、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
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脱离既往的生
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
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
破土萌发，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
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

杨志军把这些人物写到《雪山大地》里，也想表
达对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观照。他希望能将雪山
大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
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
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
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青岛作家杨志军
获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最高票获奖

实现青岛文学史上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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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父辈们的“西进”故事

杨志军写作《雪山大地》的缘起
正是来源于父辈们的故事。从杨志
军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发生
在父辈们身上的“西进”故事：“譬如
我父亲，作为一名从洛阳来到西安西
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冒
着生命危险‘护校’的任务结束后，
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
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
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
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
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学校
退学，到卫校报名。就这样，她成了
一名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
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
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
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其时
她正在河南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
要么赶赴昆明，和远离家乡汝阳的亲
人团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
传说中更荒凉的青海，和已经先期抵
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过多犹豫
就选择了后者。”

在那些“西进”的人中，有的是个
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
体搬迁。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
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
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
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
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
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大家不
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
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
不惜。

昨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正式公布获奖名单，青岛作家杨志军长篇小说
《雪山大地》以最高得票数获得这一奖项，杨志军也成为青岛文学史上首位获
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同时获奖的作家作品还有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
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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