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1 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

到高原青海：著名作家杨志军凭借长篇

小说《雪山大地》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

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是国家级的文学奖项，

它是对作家艺术才华、创作成就和文学

贡献的至高褒奖。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的评奖竞争十分激烈，在 239 部参评

作品中，仅有 10 部作品被提名，而在 5

部获奖作品中，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得

票数最高，摘得了这顶文学桂冠上最为

耀眼的宝珠。

在《雪山大地》这部厚重、扎实、诗

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中，杨志军以

致敬父辈的心情，深情讲述三代人的

青海生活。他用诗性的语言、宏阔的

视角、饱含深情的笔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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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展现

了牧民生活的变迁史、雪域高原建设

者的精神史。

杨志军生于青海，曾在青海日报

社工作过十几年，《雪山大地》讲述的也

是青海故事。杨志军获奖的喜讯传到

江源大地后，青海各界特别是文学界备

受鼓舞，备感振奋，父老乡亲们分享着

这份喜悦，传递着对杨志军的祝福。中

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青海省作家协会第一时间发出

贺信，对杨志军获奖表示祝贺与致敬，

衷心感谢他用一部又一部心血之作，为

雪域高原造像，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

将青海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和深刻巨变

铭刻于 21世纪文学的顶峰之上。

与此同时，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青海日报社、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紧锣密鼓地策划为《雪山大地》举办一

场文学研讨会，其目的，不仅要探讨这

部作品的时代价值、艺术特色，也要揭

示其创作规律，揭示它与青海这片土地

的血脉关联，以促成更多描绘青海大

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文学作

品的诞生。

其后的事实证明，这次研讨会的举

办为“全国作家看青海”以及“青海形象

的自我塑造”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为青

海提升文化自信交上了一份重要的答

卷。

一场重量级的文评盛宴一场重量级的文评盛宴

9 月 18 日，杨志军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雪山大地》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

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共青海省委

宣传部、青海日报社、青海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共同主办，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承办。

这是自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

结果揭晓后，全国范围内为本届“茅奖”

获奖作品举办的首个研讨会。来自全

国各地的多位茅盾文学奖评委以及省

内外知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共聚高原，

探讨《雪山大地》的艺术价值、时代意

义。研讨会的采风环节，特地安排与会

者走进青海的国家公园，切身感受雪山

大地的雄浑壮阔，感受青海人民建设生

态文明高地的坚实步履。

为了办好这次研讨会，主办方精心

策划，事前积极沟通协调，最终不仅杨

志军先生亲临现场，还邀请到 7 位“茅

奖”评委参加研讨会，把这次研讨会办

成了一场重量级的文学评论盛宴。

《雪山大地》研讨会上，首先由多年

来坚持研究杨志军的文学评论家张薇，

以播放幻灯片的形式，梳理了杨志军多

年来的创作历程。在此基础上，省内外

评论家纷纷发言，围绕作品中的民族团

结、史诗叙事、语言风格、地方性知识及

汉藏文化交融等主题展开多维讨论。

主持人在穿引话题的同时，进一步阐释

了作品的精微与深邃。研讨会最终以

杨志军对雪山大地文化根性的哲学思

辨作为收束。整场研讨会既有灵感的

跃动又富有学术的思辨。

研讨会上，作家和评论家们对《雪

山大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晓君说：

“《雪山大地》是一部表现中华民族命运

共同体的上乘之作。作品中，壮美的情

景描绘与细腻的对话交织，人物性格命

运丝丝入扣的展开与时代洪流水乳交

融的相互映衬，民族文化风情的精彩刻

画与小说语言本身独有的刚健质朴，让

人沉入其中，不忍释怀。”

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西藏

作协常务副主席次仁罗布认为：“杨志

军的《雪山大地》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

是他的作品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精神

气质的东西，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理想与

信念。这样的作品才能留存长久，这样

的精神气质可能就是文学应该要表达

的东西。”

“杨志军是新世纪西部作家的代

表，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书写《雪山大

地》的”，“茅奖”评委、陕西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震说，“这次来

参加杨志军《雪山大地》的研讨会，让我

重新走进了中国西部文学的福地，也重

新找到了我们对西部文学的感知，特别

是通过杨志军的作品加深了我对西部

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青海的生态之美震撼了我们青海的生态之美震撼了我们””

本次研讨会把原本单纯的一次文

学评论活动，延展为一次具有交响乐性

质的活动。除了研讨会本身的亮点，更

是把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作品引向青海

最大的品牌——生态之美的展示和深

度体验上。

这样的安排，缘自杨志军的作品一

直以来对青海自然生态的关注聚焦，以

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和生命

关怀。其早期作品《环湖崩溃》就描写

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儿童文学作品《巴

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

则是主题鲜明的生态文学力作，《雪山

大地》更一部具有鲜明的人与自然、人

与生态思想内核的作品。在这篇小说

中，杨志军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

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将人与自然、

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

这样的安排，更缘自青海省近些年

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过

去的几年里，青海全面启动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国家公园建设走在

全国前列，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

成为全国首批、排在首位、面积最大的

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全

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迈出实质

性步伐……如今的青海，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中华水塔”坚固丰沛，呈现出一

幅山清水秀、万物争荣的壮美画卷。

在对小说的研讨正式开始之前，主

办方向各位与会专家赠送了青海省生

态摄影家焦生福获得国际摄影大奖的

作品《肯得可克》，播放了青海优秀纪录

片《中华水塔》《野性江源》。羽族炫翎，

蹄类竞骄，江河奔流，寥廓无际的三江

源大地在银屏上铺展开来，影片所展示

的青海的重要生态地位、壮美的自然风

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与会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

近年来，青海立足本地自然资源优

势，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题材纪录片

方面持续发力，策划推出一系列优秀作

品，获得广泛关注和良好反响，并在全

国频频获得大奖。国内首部反映国家

公园建设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

公园》以及《我住江之头》《黑颈鹤成长

日记》《大湖·青海》等作品，以极具视觉

冲击的画面，多视角、多维度展现了青

海山河之美、生态之美。就在《雪山大

地》研讨会召开的十天前，青海又一部

大型生态纪录片《青海湖生命之歌》在

央视首映。

研讨会期间，杨志军向祁连山国家

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赠送了他从事文学

创作以来出版的 38 册书籍，青海省政

协副主席、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局长李

晓南接受了赠书，并向杨志军颁发了祁

连山国家公园作家顾问聘书。这反映

了杨志军对青海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注，

以及青海省有关部门对此给予的高度

肯定。

在研讨会的采风阶段，会作家、评

论家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以及正在创

建中的青海湖国家公园，实地感受青海

的生态之美以及近年来取得的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

9 月的祁连山，晴空蔚蓝，白雪皑

皑的山巅云环雾绕，显得格外壮丽，现

实的雪山大地图景展现在眼前。在祁

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作

家和评论家们观察被救助的赤狐、大

鵟、荒漠猫等野生动物。祁连山壮丽的

景观、救护繁育站幽静的环境、人与野

生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都深深触动了

参 观 者 的 心 。“ 你 们 这 里 招 不 招 志 愿

者？”两位来自省外的女评论家表示，

“我们愿意利用假期到救护繁育站服

务，为保护祁连山的野生动物做一点事

情。”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

基地，工作人员向作家和评论家们介绍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情况，使

他们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建设成就有

了直观生动的认识。在基地的摄影作

品展厅里，作家、评论家们在祁连山国

家 公 园 签 约 摄 影 师 们 的 作 品 前 流 连

观赏。《生死对决》《雪山之王》《兔狲一

家》等作品，定格了高原野生动物的一

个个瞬间，它们在高寒的自然环境下，

为了生存而表现出的坚韧、勇敢与亲情

令人动容。

近年来，鲍永清、李善元、焦生福、

同海元……一个个青海生态摄影师的

名字出现在国际摄影大赛，国际野生

生物摄影师年赛年度总冠军、中国摄

影金像奖称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

奖……青海摄影师斩获的一个个荣誉

耀人眼目。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

师近年来在国际自然类顶级赛事上获

奖的数量占到了全中国获奖摄影师的

一半以上，先后有 1200 余幅(次)摄影

作品获得国际国内重大奖项，中国野

生动物摄影的潮流正在被青海的摄影

师所引领。

一百多年前，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

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还难登大雅之堂。

野生动物摄影的从无到有，再到被高度

重视，反映了人类保护环境、保护野生

动 物 的 意 识 从 觉 醒 到 不 断 提 高 的 历

程。而青海野生动物摄影所取得的成

就，正是青海人珍视高原生态环境，并

为之倾力付出后所取得成果的一种自

然显现。

“青海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种‘青

海长云暗雪山’的壮伟雄阔。这次通

过研讨会的采风活动，青海给我的印

象更加鲜明了，青海的自然之美、生态

之美、人文之美给了我非常强烈的震

撼。”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晓君感

慨地说。

与会作家和评论家们表示，杨志军

的文学创作离不开青海高原的滋养，离

不开对这片大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书

写。在研讨和采风过程中，他们亲身感

受到了雪山大地的雄浑壮阔之美，感受

到了青海各族人民为守护中华水塔做

出的努力和贡献。

青海是一个能出厚重作品的地方青海是一个能出厚重作品的地方

为了办好这次研讨会，主办方高度

重视，及早谋划，多方协调，确保研讨会

的成功举办。在研讨和采风的三天时间

里，青海日报派出记者，全程跟踪采访，

报纸和新媒体同频，文图与视频共振，全

方位、立体式报道研讨会和采风活动。

整个报道过程中，已推出和拟推出专版 3

个、客户端稿件近 20篇，纸媒深度报道 1

篇、消息 1篇、文艺评论 15篇。正如西藏

文联副主席，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次仁

罗布所说，青海日报对研讨会及相关活

动的报道连续、持久、力度不减。青海电

视台拍摄了杨志军专题片及新闻片各一

个，媒体相互配合，充分体现了在繁荣文

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助推人的全面发

展方面的党媒力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

究》副主编刘大先指出：“青海作家梅

卓、龙仁青、杨志军都是国内一流的作

家。他们的书写一方面显示出青海本

地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显示出具有可译

性的、共通性的、普遍性的内容。通过

这次高规格、高品质的作品研讨会，充

分展示了青海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水

平，而高质量、高密度的报道则放大了

这场研讨会的影响力。”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研讨会让我

们认识到，青海是一个能够出厚重作品

的地方”，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徐琴说，

“希望青海以后能有更多的作家把青海

的人文、历史和生态带入到世界文学中

去，提供多样化的文学典范。”

这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青海的文学

力量，也增强了青海人的文化自信，对青

海作家有着极大的鞭策和鼓舞作用。

作家龙仁青说：“青海评论家的发

言既立足本土，又借它山之玉，有赞许

也有批评，得到了外省评论家的高度肯

定，他们盛赞青海的文学批评处于全国

一流水平。”

刘大伟、阿甲等青海评论家认为，

杨志军先生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荣

获 茅 盾 文 学 奖 以 及 这 次 研 讨 会 的 召

开，将激励青海作家继续立足雪山大

地，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挖

掘青海独有的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多

优秀作品，展现青海山川草木、风土人

情之美，展现青海民族团结奋进、砥砺

奋斗的时代画卷，不断迈向文学艺术

新的高峰。

杨志军本人表示：“我感恩这次研

讨会，更感恩青海，今后我会将这种感

恩转化为一种行动，变成今后对青海、

对三江源大地的思考和写作。我相信

我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

青 海 ，回 报 三 江 源 大 地 ，回 报 我 的 故

乡。”

——杨志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研讨会素描

□辛元戎

一次研讨会 一场青海“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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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左三）在《雪山大地》研讨会现场。

杨志军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龙仁青摄

女作家被青海野生动物摄影作品所吸引。

与会者观看生态纪录片。

作家杨志军为读者签名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参观。

本文配图除已署名外均由辛元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