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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5月13日
上午，“第八届马识途文学奖”颁奖典礼暨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学术研讨
会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

来自川大学子的21部作品获“第八
届马识途文学奖”，涵盖小说、剧本、评
论、诗歌和散文等多种体裁。其中郑志
晟小说《残山梦》与翁思琪小说《老张之
死》获得一等奖。陈梦涵小说《灵前的忏
悔》、郭精金剧本《英雄》、邓惠方散文《消
逝的脑电波》、许淳彦诗歌《泥土与山月
之间有另一个世界》获得二等奖。温海
怡小说《西州故事》、罗浩然小说《死亡管
理局》、王顺诗歌《虚室集》等15部作品
获得三等奖。

108岁的马老通过视频向获奖同学“云
寄语”：“我祝贺这次获奖的青年同学，我希

望大家好好学习，努力练习文学创作，不要
跟风追潮流，要从自觉走向自信。”

远在北京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也在线发来他的一段视频。他首先代表
中国作家协会向马老表示了敬意，并说
道：“马识途文学奖体现着马老对于年轻
一代成长的高度关怀，也体现着马老对于
中国文学未来强烈的关怀和期待。在此
我要祝贺获得马识途文学奖的各位同学，
我想，这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是一
个美好的经历，我也期待马识途文学奖能
够越办越好，能够成为一个面向全国院校
的有特色的文学奖，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文
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侯志明在
现场致辞：“‘马识途文学奖’的设立意义
非凡，我每次来参加颁奖典礼都感到无比

兴奋和感动。”
“马识途文学奖”首设于2014年，由

著名作家马识途将其百岁书法义展上作
品售卖所得款项，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由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代管，
用于表彰热爱文学、品学兼优、成绩突出
的大学生，以鼓励和培养文学新秀。

“马识途文学奖”已经走到第八届，资
助了一批又一批寒门学子，社会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2022年1月5日是农历辛丑年
腊月初三，也是马老108岁“茶寿”生日。
在他生日前夕（1月4日），四川大学马识
途文学奖捐赠签约仪式在川大（江安校
区）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年逾百岁的马
识途续捐50万元，再次资助学子文学
梦。至此，马老通过书法义卖所得用于

“马识途文学奖”的金额已达386万元。

川大学子21部作品获第八届“马识途文学奖”

108岁马老“云寄语”：文学创作不要跟风追潮流

“马老的根深深扎在一个一
个方块字里”

远在北京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通过视频发来了他阅读《马识途西南联大
甲骨文笔记》的一段感受，“从中可以读到
当年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当年的先生们和
学生们的精神风貌。我为他们对中华文
化的深刻热爱所感动。我想，对民族的
爱、对国家的爱，可能最根本、最深邃的一
个层面，就是对我们中国文字的热爱。我
们看到像马老这样一个松柏长青的作家，
他的根扎得有多深——深深地扎在一个一
个方块字里。所以，这样一份甲骨文笔记，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现场参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
省作协主席阿来首先讲述了他跟马老来往
的一件趣事。“几年前，马老的《夜谭续记》
出版后，送给我一本。当时马老还写诗对
外宣布他要封笔。我赶紧去他家看他，一
看他的状态，不是要封笔的样子，就放心
了。当时他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故
事，只是自己没有精力写，希望我把这个故
事写出来。我说，您怕是封不了笔，还是您
自己来写吧。在这之后，他又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另外一本
就是《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甲骨文笔记凝聚着“初心”
和“童心”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中，马
老记述了当年他和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
们研究古文字的诸多生动情形。阿来说，

“在当时那种时代状况下，他们能执着于
对古文字的根源探索，体现出的是一种对
文明之根敬畏的初心。书中透露出的学
生与先生之间的友谊往来，殊为珍贵。”

阿来提到的“初心”，让在场的多位教
授深有共鸣。周维东教授认为，马老以如
此高龄，写这本书，“除了传达出一些语言
学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他想要传达出
一种讯息：希望学生不要去追潮流，而是
要老老实实学知识。此外，这虽然不是一

本专门写甲骨文的学术专著，但是马老分
享了自己学习甲骨文的心得感受，让我们
看到他当年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学习知识
的纯粹、执着。所谓立德树人，这对我们
今天教育工作者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姜飞教授表示，“很多人都以为，讲知
识做学问都是比较枯燥的，但其实，做学
问需要理性和逻辑，但绝对不是艺术感性
迟钝的借口。学问做得好，往往会有一种
艺术的美感，像马老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对
一个字的解释，是多么美啊。”姜飞还提
到，他从马老的笔记中读到“文化的初心、
求知的童心”，是高级的学术作品、优秀的
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康宇辰是川大文新学院的专职博士
后，她也提到，从马老的书中可以看到，当
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践
行着“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的
信条，拥有着“纯粹的高级的快乐”，也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

马老的“笔记”经得起专业
的学术考究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虽然
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但里面记载的文字
学知识，是经得起专业的学术考究的。

川大文新学院研究语言学、训诂学的
雷汉卿教授就提到，“跟社会上作者自己

发挥解释的那种文字学普及作品不同，马
老这部作品里记载的文字学知识，是很正
统的，对我们进行语言学专业研究是非常
重要的帮助。比如书中马老所回忆记录
下来的唐兰先生在西南联大课堂上所讲
内容，在唐兰目前留存的著作中都看不
到。马老的回忆式记录，就是非常珍贵的
独家内容。此外，马老在书中记录的老师
在课堂上讲的一段关于音韵学的话，对于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南北语音的变化，也是
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材料。”

雷汉卿教授还提到，阅读《马识途西
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让他想到，其实可以
在大学里开甲骨文的通识课程，“马老的
这本书，就直接可以当甲骨文的通识教
材，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热爱甲骨文。”

马老的外孙刘晓远作为家人代表参
加了这次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说，自己不
是研究文学的，也不是研究文字学的，“所
以参加这个研讨会，有点诚惶诚恐。”不
过，他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爷爷
这本书本来也不是学术类的专业著作，而
是适合大众读者，具有科普性质。”

“马识途是文学史上被低估
的一位作家”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学者李怡主
持了这场研讨会。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
史研究专家，李怡首先提到，“据我所知，
举办一位108岁作家所写的文字学作品的
研讨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此
前没有过的。有文字学著作的作家，我能
想到的有郭沫若、陈梦家等人，但他们似乎
也没有开过类似的研讨会。所以今天我们
开这个研讨会，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

在《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中，
李怡读出了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们对国
家命运、民族走向的关切，以及对知识、文
明之根的那种渴望和追求。“这是一本甲
骨文笔记，也可以说是一部知识分子正气
史、骨气史。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地无
私心里宽的境界，看到士人做学问的冷静和
从容。反观今天，在疫情阴霾久久不去的世

界，对我们该如何自处，都是深有启发的。”
社会上不少读者是通过姜文改编马

识途作品所拍的电影《让子弹飞》才知道
马老和他的《夜谭十记》，对此李怡坦言，

“心里不是滋味。我认为，马识途是文学
史上被低估的一位作家。 他在理性的文
字研究和感性的文学创作两个领域都能
胜任，有打通界限、横跨多学科的能力，这
里面所蕴含的精神秘密耐人寻味，值得学
术界进一步深究。”

出版方透露：

马老没封笔，还在写
下一部应该是长篇小说

身为《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出版方，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回忆
起这本书出版前的一些细节：“2021年1
月22日，我们去马老家，他拿出手稿承诺
给我们出版，我们深受感动。马老治学非
常严谨，还雷厉风行，在整理出版《马识途
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手稿的过程中，我
们把需要处理的几十个问题交给他。当
时107岁的马老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地查
证批注，不到一周就处理完了。马老这么
一个大家，很谦逊，毫无名人架子。”

黄立新说，由于这本书中的笔记内容
是马老靠着记忆打捞出来的，马老曾谦虚
表示，担心一些知识如果不准确，会不会
贻笑大方，“其实马老这种担心是没有必
要的。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甲骨文专家
李宗焜教授对内容进行了审读，其中的文
字学知识经过专业学术圈的认可。而且，
这本书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更像是一部
马老在西南联大的求学口述史，具有不可
复制的史料价值。”

黄立新还透露，马老目前并没有封
笔，他还在写，“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我
们还会一直跟踪马老的新作，也请大家持
续关注四川人民出版社与马老著作出版
的互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物图片由川大文新学院提供

108岁马识途视频寄语获奖同学。

“马识途是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一位作家”
专家学者研读《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在中国当代文坛，马识途是一位风格鲜明、成绩卓著的实力作家，他的《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都是备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佳
作。晚年的马老，老骥伏枥，凭借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将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古文字课程上领受的教益，转化为一本兼
具学术性和回忆录式的非虚构作品——《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5月13日上午，在川大江安校区举行第八届马识途文学奖颁奖典礼之后，一场关于《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作品的学
术研讨会也顺利展开。

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作协、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文学评论者、研究学者、作家教授、出版人，围绕《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
记》，深入剖析了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语言学、文字学、教育学以及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丰富价值。

阿来讲述马老“封笔”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