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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连线最新5位茅奖作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题组

独家
采访

茅盾文学奖 /作家专访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评委

会在国家公证机构的公证下进行最后一

轮投票，庄重、严肃的计票过程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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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投票结

果。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审核批准，杨

志军的《雪山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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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

张宏森在评委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指

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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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期间正值全党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之际、社会各界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

讲话精神之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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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森表示，在此期间，各

位评委认真考量与研究4年来中

国长篇小说思想性、艺术性的发

展态势，在反复衡量参评作品思

想和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表

达交换各自意见，投出属于自己

的庄严一票；纪律监察组的同志

全程参与了评奖过程，认真履行

职责；评奖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保

障评奖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繁

杂而细致的工作。第十一届茅

盾文学奖评奖工作能够圆满完

成，离不开大家的辛勤付出，他

代表中国作协向参与本次评奖

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表

示衷心感谢。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每4年评选1次。自1981年

创立至今，10届茅盾文学奖共评

出48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

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

时代文艺高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

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第十一届

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9年至

2022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

长篇小说，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今

年3月15日启动，4月30日结束。

5月18日起，参评作品目录向公众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后，确定参

评作品238部。与此同时，中国作

协党组书记处依据《评奖条例》相

关规定，经过认真、审慎的遴选，确

定了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成员

名单。参评作品公示结束后，本届

评奖进入评委各自阅读阶段。7

月25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

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

行，评奖进入集中评审阶段。

按照《评奖条例》的要求，评

奖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坚持导向

性、权威性、公正性。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

评奖标准和原则，关注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

和人民主体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风貌的作品，鼓励

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要有大局意识，秉持

公心，确保评奖的权威和公信力，评委们要本着对文

学的“赤子之心”，站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高

度，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立足于中国文学

发展的大局和评奖工作的全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

部作品。要严守评奖纪律，评出好作品的同时评出

好风气，本着对党的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公

正坦荡的精神，认真审慎地完成好本届评奖工作。

在分散各自阅读的基础上，经过集中审读和深

入讨论，8月7日，评委会评选出10部提名作品，同时

向社会公示。在此期间，评委会继续进行深入讨论，

最终通过第六轮投票，于8月11日上午产生了5部获

奖作品，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批准，向社会公布。

至此，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正式完成。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 11 月中旬

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举行。 （中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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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小说浓缩作家的全部思考和情感

■杨志军（《雪山大地》作者）

□可以谈谈获奖感受吗？

■获茅盾文学奖是每个中国作家的奢望，因为

它会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丰富

度。创作《雪山大地》，我就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全部

表达出来，想把自己的情感积累，一点一点写出来；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自己写得满意就可以了。《雪山

大地》表达的是我的情感，还有我父辈的情感，我们

这一代人和父辈们那一代人所付出的一些心血，所

以我自己比较满意。

□想通过《雪山大地》这部作品表达什么？

■一部小说，不仅是传达一个或几个观点，它

其实浓缩了作家的全部思考和情感，以及他通过父

辈或其他人收集、积累起来的对生活的认知。我觉

得作品要反映生活，更要反映作家对生活的认知；

认知越丰富，内心越饱满，作品肯定越饱满、越丰

富，所以想表达的观点、生活、情感都在其中。比

如说对草原、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对历史

和时代的思考与感情，我觉得要表达和想表达的

东西太多了，所以只能用故事来说话，不能用概念

来说话。

□之后有什么写作计划？

■后面的创作方向依然会聚焦在藏区，写青藏

高原当下的现实和历史，因为这是我的故土。青藏

高原是广阔的地方，这里的生活非常丰富，但我们

写的东西很少，能反映藏区生活的作品也很少。所

以必须不断地写下去，不断地反映下去，可能才会

对自己有所满足。反正不断地写，不断地攀登，一

步步往上走，一步步反映生活；生活本身就千变万

化，像河流一样奔腾，所以不断深入、不断捕捉，不

断有新的认知，才可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作品。

宝水入镜，照见此心
■乔 叶（《宝水》作者）

□获奖感受是怎样的？

■很意外，很惊喜，很激动。看这次的提名名

单就知道大家多么强，我自己还有各种欠缺和不

足。获奖很意外，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各种感谢。

□创作《宝水》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困难在哪些

方面？

■小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时间。之所

以用这么长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太笨，写一部与

当下乡村密切相关的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难处

很多，难的类型也有多种：动笔前的资料准备和驻

村体察，进行中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

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

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等，这都是难处，且各有

各的难处。

□从你本人来说，对乡村书写有怎样一段

经历？

■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所占

的时间份额约为三分之一，都浓缩在20岁之前。随

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

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乡

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

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

概念，总是试图保持距离，甚至反抗。

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

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发乡土性。作为

一个河南籍作家，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

活，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

明。二是越发女性化。之前我的写作还不时地有

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如今几乎全是女性

角度。

□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田野素材的积累？

■经过慎重斟酌后，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

山村，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长期跟踪的点，深入探

访寻找想要的东西，我称之为“泡村”。“泡村”的同

时也跑村。那就是参加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去看

了近20个全国各地的村子。“泡村”是要看更深的东

西，跑村是要看大面儿。其实走马观花看的都进不

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很有必要。因为能

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让我踏实，

能让我确认宝水不是一个特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

有普遍意义上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

的诸多乡村相比，它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

村，这个新乡村也具有普遍意义。

□如何看待女性写作？

■现在对女性写作的关注，确实是越来越多。

我也很被厚爱，享受到了很多被关注的福利，今年4

月还得了春风女性奖。《宝水》中写了许多女性。在

我心里，宝水村和福田庄这些村庄也都是女性的。

如水的女性在这个大时代中，她们的光芒照耀的绝

不仅仅是自身。也许对很多女作家而言，进行女性

化写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

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返程。

《江格尔》史诗给过我智慧和力量
■刘亮程（《本巴》作者）

□得知获茅盾文学奖后有怎样的感受？

■感谢茅盾文学奖，感谢新疆这块土地，感谢

这块土地上丰富绚烂的多民族生活对我的滋养，并

且要感谢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我的《本巴》小

说是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去书写的。《江格尔》史

诗给过我智慧和力量。

□为什么会想到以《江格尔》史诗作为《本巴》

的背景？

■我在新疆生活，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聚

集的地区，我很容易和这些同属于中华优秀文化的

各民族文化艺术相遇。其实这么多年我就是在这

种生活中长大的，也是从20多年前就开始读《江格

尔》史诗。当时读它并没想到以后会写一部与史诗

相关的小说，但是多少年以后，一部叫《本巴》的小

说，就在心灵中发芽生长起来。这看似是偶然，其

实也是一种必然。当一种生活滋养过你，不管隔多

长时间，你也会反过来用另外的方式去回馈它。

□对民族写作被广泛关注有怎样的看法？

■我在新疆也非常关注其他民族作家的文学

作品，比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因为生

活在新疆，我知道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不仅仅是被汉

语书写，也被其他各种语言文字在书写。我对这样

的书写充满了好奇。

□近期的写作计划和阅读是怎样的呢？

■我一直在写作，写作是我的生活，我住在乡

下，每天除了种菜就是写作。我一旦开始写作就基

本上不读书了。

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作者）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有怎样的感受？

■感谢评委的肯定和鼓励。能和这么多优秀作

品一同参评，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千里江山图》的故

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先生在

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

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

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

□这样一部备受读者期待多年的作品，在

漫长的时间里，创作思路和写法上有怎样的思

考微调？

■因为在机关上班，日常工作比较多，占去了

大量的时间。我是一个不太有计划性的人，但是在

心里的某个地方可能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一直在阅

读、做笔记、看材料学习，一直都在做准备。所以

（这么长时间出版）并非是一个刻意的选择。我觉

得是一个挺自然的过程。

□我们知道你对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

有过非常多的精力投注。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文

学的、文化的盛大聚会，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还有它的延伸

活动思南读书会，也是在落实推广全民阅读的精

神。上海国际文学周跨了13年，做到今年已经第10

届了（中间因疫情有过暂停）。实际上是我们的日

常工作。

之所以创设上海国际文学周，是因为当初上

海书展有这种愿望，想为中外作家、读者、出版人、

媒体，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当然主要是提供给读者

的。因为像上海、北京，每年来来往往的作家、研

究者、学者、译者、出版人，很多很多。但是以前他

们通常是在一些专业机构，在院校，或者朋友私人

间的交流比较多，小范围的交流，都是非常有意思

的。实际上这些交流和他们的写作有非常密切的

关系，但又不像研究专著那么学术化。我想这对

普通读者了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翻译工作，都

是很好的补充。

我们在思考的是怎样把这些资源汇聚起来，开

放给社会，开放给普通读者。这也是上海国际文学

周创设的初衷之一。我们由己推人，在自己的青少

年时期，包括现在的读者，实际上都需要这样一个

平台。作家、学者和出版社，其实也需要这样一个

平台，可以达到中外相互之间的交流，还可以直接

面对读者。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蔚然成风了，变成

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读书会、学术活动，非常日常

的一种形态。我觉得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个现象，是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值得做，值得为之花时间。

很高兴以新生代作家的面貌获奖
■东 西（《回响》作者）

□可以谈谈获奖感受吗？

■感谢评委对我的支持。广西是一个边疆少

数民族省份，作为广西作家，能获茅奖实在不容

易。作为写作者，我们都希望能去冲刺这个奖

项。在获奖作家中，很高兴我是以新生代作家的

面貌获奖。文学从先锋小说到新生代小说，到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的写作，都有一个代际传递。

我想，《回响》是继毕飞宇、李洱之后新生代作家所

获的荣誉。这个奖项也会鞭策我，将来要好好地

写作。

□冉咚咚和以往人们印象中固有的警察形象

有很大不同，她更关注情绪、道德。

■在写作上，这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角色。以

前，我们在写警察时，大部分是写外部的困难，比如

说案件扑朔迷离，现实变化诡异。而冉咚咚是在克

服自身的困难，她除了克服案件的困难、情感的干

扰之外，还要克服自己轻度的焦虑症。克服自身的

困难特别难，我想这种难度越大，形象就越能立起

来。我加强了心理描写。一个人的内心是很宽阔

的，警察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七情六欲。

□冉咚咚太诚实了。她没法告诉受害者父母

真相，一边点头，一边又责备自己不该点头。

■在写作上，我只是把她的心理一览无余地展

示出来，这是一种向内的写作方式。她在心里责备

自己，但她并没有说出来。她的心理活动，对方也

看不到。她的直觉，她的敏感，决定了她是一个优

秀警察。

□《回响》写了凶杀案，也写到了冉咚咚在家庭

中的怀疑与挣扎。

■它不是严格的悬疑，是社会派的悬疑，写了

现实的社会生活，其中家庭的比例和破案的比例是

1∶1——我们要让主人公食人间烟火。我就怕作品

里把一个人物的工作塑造得很丰满——一旦把人

物的生活抽空了，他就不接地气了。冉咚咚也是一

个平凡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也要带孩子，也要陪丈

夫，也有情感困扰。我想把一个人物的多方面都塑

造出来。

□请谈谈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的联动。

■今 年 7 月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重 启“ 迁 徙 计

划”，希望有更多文学作品能被改编成影视剧。

作协很重视编剧，邀请编剧回作协看看，邀请编

剧加入作协，他们也是作家群体中的一部分。小

说改影视剧实际上是文学的“破圈”，让更多人知

道文学作品。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不能自娱

自乐，自己写，自己看。影视化对文学是有帮助

的，能扩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