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东西颁奖的授奖

辞中写道：“东西的《回

响》，以富于认识和表现

能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

代 城 市 生 活 的 精 神 状

况。在社会与家庭双线

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

茧、洞幽烛微，呈露和整

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

绕。现实与心理、幻觉与

真相、困顿与救赎，冲突

的对话构成灵魂的戏剧，

有力地求证和确认我们

生活的基石：真实、理解、

爱和正义。”

在领奖台上，东西幽

默的一句开场白引来一

阵笑声，“我是东西，来

自广西。” 他说，早在十

多年前，他就想写一部关

于情感推理的小说，“但

我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

让我动笔。写作不仅仅

是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

练、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

而产生的思想，仿佛煲

汤，得用文火慢慢地熬。

不着急，创作也需要自然

地生长。所以，我感谢

命运的赐予，感谢那些

撞击我心灵的事件，感

谢让我产生《回响》的灵

感的人们，并感谢这部

作 品 的 共 鸣 者 和 欣 赏

者。在写作过程中，当

我打开自己，与人物感

同身受的时候，我就从心

灵找到了现实，在罪里找

到了罚，在逃避里找到了

责任，在猜疑中找到了信

任，在内疚中找到爱。生

活的复杂，需要复杂的写

作技术去照亮。我想，

我正攀登在这条写作的

道路上。”

为刘亮程的《本巴》颁

奖的授奖辞中写道：“刘亮

程的《本巴》，向《江格尔》

致敬，在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中证明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化美美与共的活

力。融史诗、童话、寓言为

一体，在咏唱与讲述的交响

中以飘风奔马、如梦如幻的

想象展现恢宏绚烂的诗性

境界。对天真童年的追念

和对时间的思辨，寄托着人

类返璞归真的共同向往。”

在获奖感言中，刘亮

程讲述了自己创作《本巴》

的灵感来源，“我来自新

疆，继父是乡村说书人，自

小我就听故事长大。我也

有幸聆听到江格尔齐说唱

史诗。在《本巴》的扉页

上，印有‘谨以此书向蒙古

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致敬’，

它同时也致敬我生活的这

片土地上各民族优秀的文

化精神，我的写作深受其

滋养。写《本巴》时，我面

对着一场来自童年被人追

赶的梦，我在那样惊恐的

梦中一次次地飞了起来。

《本巴》是一场梦中的飞

翔。把梦中的厄运在梦中

解决，让梦安稳地度过长

夜，这正是写作《本巴》的

初衷。文学是做梦的艺

术，以梦和虚构之力护爱

这个世界的真实。我喜欢

小说中哈日王这个孩童，

他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

眼，和一只孩童的天真之

眼。文学也许正是那只天

真的孩童之眼。这个世界

即使被大人看过无数遍，

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

之眼再看一遍，这是文学

对人类初心的观照。”

在给孙甘露写的授

奖辞中这样评价他的获

奖作品：“《千里江山图》

是理想和英雄的风雅颂，

革命者以信仰、纯真和勇

气高举起冲破黑暗的火

炬，对城市空间的凝视和

摹写，寄寓着对江山与人

民的挚爱和忠诚。叙事

明暗交错，光影流转，节

奏急管繁弦，在静与动的

辩证中保持着沉思与抒

情的舒朗开阔，为革命历

史题材写作传统展开了

新的艺术向度。”

在获奖感言中，孙甘

露说：“《千里江山图》讲述

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正

是在那一年，1933年，茅

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他的

长篇小说《子夜》。那个风

云际会、艰苦卓绝的时代，

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近百年

的中国历史，也影响并塑

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

史。我们这些后来者，正

是沐浴在它璀璨的星空

下。《千里江山图》是关于

理想和牺牲的，也是关于

秘密和情感、遗忘和记

忆。它源自那个令人难

忘的时代，也源自我的出

生地上海。我时常想，我

有机会在此生活、工作，

已经是莫大的犒赏。写

作引领我们反思所拥有

的一切，也令我们想象未

曾拥有的。两者彼此审

视，相互交融，令我们体

会到，一生也只是历史长

河中的一瞬。就像历史学

家常说的那样，荣耀很快

就会消失，而那些为理想

付出生命的人，才值得后

人永久记忆。”

刘亮程：
文学以梦和虚构

护爱这个世界的真实

孙甘露：
写作引领我们

反思所拥有的一切

东西：
生活的复杂

需要复杂的写作去照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浙江乌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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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的获奖作品《宝水》授奖

辞中写道：“乔叶的《宝水》，风行

水上，自然成文，映照着‘山乡巨

变’。移步换景的风俗风情与豆

棚瓜架的倾心絮语，涵容着传统

中国深厚绵延的伦常智慧和新时

代方生方长、朝气蓬勃的新观念、

新情感、新经验在创造新生活的

实践和人的精神成长中，构造融

汇传统与现代、内心与外在的艺

术形态，为乡土书写打开了新的

空间。”

站在领奖台上，乔叶心情激

动，她说：“此时此刻在茅盾先生

的故乡，在这茅盾文学奖之夜，在

这盛大庄严的颁奖典礼现场，我

深感幸福，特别幸福。我来自北

京，老家在河南，我在河南一个小

村庄长大，文学之路也是从河南

起步的。”

接着乔叶梳理了自己30年的

写作之路，“作为一个乡村之子，

在过去30年里，我对故乡有渐渐

远离又徐徐回归的漫长过程。这

个漫长过程让我认识到，无论身

在何方，故乡的土地和土气，都如

影随形地拥抱着我，是我命中注

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故乡

拥抱着我，时代也拥抱着故乡。

我一直认为，作家和时代就是浪

花和大海、庄稼和土地的关系。

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这一瓢饮里

必然是时代的成分。《宝水》就是

我取到的这一瓢水，整个创作期

用了七八年，其间我经常做的事

是‘跑村’和‘泡村’。‘跑村’是去

尽量多地看乡村样本，这意味着

素材的广度。‘泡村’是比较专注

地跟踪两三个村的变化，这意味

着素材的深度。‘跑村’和‘泡村’

让我真正深入到了生活内部，从

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生活把它

迷人的光芒与气息，深揉密织在

作品的质地中。在生活现场，我

也深切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这

力量能修改成见，也能赋予新

见。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故乡生

活和时代。”

乔叶：
跑村和“泡村”

让我得到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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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在浙江乌镇颁奖
五位新晋茅奖作家谈创作心路历程

11月19日晚，“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在浙江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第十
一届茅盾文学奖五位获奖作家杨志军、乔叶、刘亮程、孙甘露、东西逐一上台领奖并发表了获奖感言。

在为杨志军颁奖的授奖

辞中这样评价他的获奖作品：

“《雪山大地》追求大地般的重

量和雪山般的质感。青藏高

原上汉藏两个家庭相濡以沫

的交融，铸就了一座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丰碑。在对山

川、生灵、草木一往情深的凝

望和咏叹中，人的耕耘建设、

生死歌哭被理想之光照亮。

沧桑正大、灵动精微，史诗般

的美学风范反映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宏伟历程。”

在获奖感言中，杨志军首

先回溯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在一个雪山和草原连

绵不绝的地方，那里是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山的挺

拔、水的清澈、地的辽阔以及

孤远而沉默的生活，几乎占据

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后来，

我来到山东青岛，站在零海拔

的滩涂，仰望高海拔的故乡，

肃然而清晰的凝望中，是青藏

高原当下的崛起。”

他还提到，“《雪山大地》

这部作品，便是从苍茫记忆中

抽取而出的山的一石，水的一

浪，地的一角。我想用父辈们

的荣光唤醒我们的理想，用拓

荒者的篝火映亮今天的夜空，

用历史的脚印延伸时代的步

伐，以此来关照人性的丰饶与

光芒。我知道此生的文学义
务就是建树关于人的理想，建
树关于生死、荣辱、爱恨、美丑
的人性坐标。为此，我喜欢精
确到位的现实主义，喜欢情绪
饱满的理想主义，也喜欢直面
人类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
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
一部分，一个人的精神是时
代精神的一部分，一个人的
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
写作者的精神维度决定了其
作品的优劣高低，所以，对登
高望远的热爱时刻伴随着我
们对陨落与滑坡的警惕，写

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

的攀登者。”

杨志军：
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
就是永远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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