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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作家出版社、新疆昌吉回

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共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委员会

宣传部、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

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等

主办的“‘文化润疆’与当代边

地书写——李健新疆题材小说

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该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

化润疆，聚焦新疆题材小说创

作的最新成果，研讨当代边地书

写的发展趋势。李健是来自新

疆昌吉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

《木垒河》《脐血之地》等塑造了

鲜明的边疆人物形象，表现了多

民族共同生活图景与边疆社会

发展变化。

13 日上午举办的研讨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

构、出版机构的10余位专家围绕

李健小说中的边疆书写、美学风

格、文化变迁与文化交融等议题展

开了深入交流，并一致认为，李健

的创作为构建具有边地特色与现

实意义的当代文学体系注入了鲜

活的生命力。李健即将在《当代》

杂志刊发的长篇新作《天山下》，已

列入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13日下午还举办了这部作品的

改稿会。会议结束后，作家李健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进一步阐述

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文学观点。

□新疆物产丰富，关于新疆的书写，也有很多优

秀的文学作品。你觉得在当下，作家书写新疆可以从

哪些方面入手？

■新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像早前的周

涛、章德益，包括现在的刘亮程、李娟，都是非常优

秀的作家。他们从各个层面写了新疆。因为幅员

辽阔，新疆形成多元文化、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特

质。所以在新疆的写作，应该更凸显文化的多元

性，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融合。当下新疆的文化

形态，也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而来

的。我在写《天山下》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不管

是哪个民族，哪一种文化，人性是第一位的。我觉

得应从人性着手，去探讨民族融合之间人性幽微

之处。比如这次的作品，我主要依据的就是，在国

家高速发展、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大潮下，哈萨克

这个主要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融

入当下生活时文化上的撕裂感。这也是我写《天山

下》最初的目的。

□何平教授在会上说，作家的写作应该回到非

传奇化、非景观化的人的生活命运本身。请问你是

怎么看待文学上的西部，以及新疆的地方性？

■现在大多数作家都把小说写作的关注点，

放在技巧、结构上，忽略了小说更应该关注的地

方。我觉得小说家或者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是

和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发生深刻关系的人。小说

家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对地方或者一个时代做更

加深度的发掘。所以我觉得确实像他说的，应该

回到小说本身。

西部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这也是新

疆的独特之处。我也一直认为新疆是一个还没有

完全被文学开发的地方，大家的写作很多还浮在

表面上。

各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自身民族的

角度出发去探究，或者说写一些故事。我觉得鉴于

新疆的多元文化特质，应该从整个的新疆的文化风

俗当中，去探索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或者资源。

□是否可以介绍下木垒的文化特点？

■“木垒”一词一说系蒙古语“马”、“大草原”或

“弯曲的河流”之意。“木垒”，清代写作“穆垒”，系匈

奴语“蒲类”的转音；汉代巴里坤湖称“蒲类海”，在木

垒的东面；唐代庭州蒲类县在木垒西边；但相距都不

是很远，木垒恰在其中，地名源于古代民族语是可能

的，这些都有待考证。在清朝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之

后，哈萨克逐步进入了这一区域，农耕与游牧并举，所

以，也就形成了木垒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特质。

终评委解读郁达夫文学奖

坚持公平、公正、透明
■受访人：袁 敏（作家、编辑、出版人）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袁敏 作家、编辑、出版人。1976 年开

始发表作品，现已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

文学等多体裁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纪实

文学《重返 1976》、暖心教育读本《蒜头的世

界》、纪实文学《燃灯者》等。曾任浙江省政

协委员、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大型文学刊物

《江南》杂志主编，并主持设立郁达夫小说

奖，影响颇大。2009 年，作为浙江唯一的期

刊获奖人，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期

刊协会授予“新中国60周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人”称号。

□你从郁奖第一届到第八届一直担任评委，还参

与了多年组织工作。今年有什么特别感受？

■现在全国文学奖项其实挺多的。郁达夫奖当初

设立的时候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面向全球华语写作

的作家设立的一个奖项；第二，它只针对中短篇小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实名投票、评语公开、

媒体现场见证。正因为这个奖项的公平、公正、透明，

所以引起文坛，包括读者大众的广泛赞誉。

郁奖到今天已经走过了8届，我觉得在公平、公

正、透明这一点上，始终是坚持得比较好的。另外我比

较大的感受是，基本上每期都有新人、新的面孔出现，

并不是全部围绕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比如说这次获中

篇小说首奖的杨方，知名度并不高。可见评委是看作

品，而不是看作家的名气。郁达夫小说奖很希望能多

推出一些新人。这个新人倒不一定指的是年轻作家，

更多是指新面孔。

□刚才提到杨方在社会层面名气没那么大，你认

为她脱颖而出的原因有哪几方面？

■首先我觉得这篇小说是非常扎实的，贴近现实，

真正从生活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故事。它是有生活底蕴

做支撑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小说，技巧很圆熟，写得很

老道，但为什么就是不打动人？因为它距离现实生活

很远，老百姓不关心。有些作家就是宅在屋子里写。

正是因为杨方的小说有生活底蕴做支撑，所以故事很

生动、语言很准确、细节很感人。如果没有草原的生

活，没有见过牛粪和牧民息息相关的无法割舍的关系，

是写不出这个作品的。

我这几年也一直在藏区草原行走，这篇小说当中

的许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哑然失笑，太逼真了啊。

再有我觉得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重大主题，也就是

地球的环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人和自然应该

如何和谐共处？这是我们每一个地球人都必须思考的

问题。这种对人类对地球重大事件的思考，其中深沉

的哲思，也是作品胜出的一个原因。

《月光草原》写了东部对西部的援建，写出了年轻

人的心态和具体的行动，塑造了非常饱满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一看就来自生活，非常真实。所以

我觉得最后多数评委选择杨方，也是有充分原因的。

□万玛才旦的作品此次也获奖了。但他的突然离

世，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痛心。是否可以讲讲他作品的

特点？

■其实万玛才旦上一届也入围了，但没有获奖，我

是有点遗憾的，他所写的藏地生活很有独特性。当得

知他猝死的消息时，我一下就懵了。他才50出头，那

么有才华的一个电影人，又写小说。这次我看到他的

《松木的清香》，小说写了一个意外猝死的年轻人，感觉

就像看到了一个隐喻。这个作品的结尾，像闪电雷劈

一样击中了我内心的柔软处。万玛才旦抓住了一个很

小的细节，写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深沉之处。人

世间的美好有时候常常就是一点小小的温暖。

□现在文学奖很多，但郁达夫奖的特质还是很明

显的。像这次的8位终评委，主要是名作家和名编辑

构成。想请问这种细小的差异，在点评风格上是否也

有所体现？

■我们这次的终评委主要还是编辑和作家。我本

人是编辑、作家双重身份，更多还是编辑，因为我做了

40多年的编辑。这个奖的特质并不主要靠评委的身

份，我们选择以郁达夫来命名这个奖时，也是希望能够

更靠近郁达夫先生的创作风格和特质。

当然作家和编辑身份的评委，点评时会有一些不

同，比如作家可能更加感性、更加率真。编辑为主的评

委，可能由于工作的习惯，会有更多的归纳。我觉得这

样的评委构成挺好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观察角度，可

以让奖项更加多元，层次更加丰富。

□郁达夫奖虽然是在浙江，由《江南》杂志社主办，

但视野是面向全世界的华语写作者，这次就有黎紫书

获奖。之前我们看到也有黄锦树等非大陆地区的写作

者。是否可以从这个方面再展开讲讲？

■你说得很对。郁达夫奖虽然是在浙江办，但它

的视野是面向全球的华语写作者。我们这个奖，对海

外的华语写作者还是高度关注的。我比较关注的海外

作家，好几个是从我们浙江走出去的，而且也拿过郁达

夫小说奖。像首届的中篇小说奖得主陈河，就是浙江

温州人。还有张翎也是温州人，同样获过郁奖，是非常

高产的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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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谍战三部曲”获得了很多好评和关注，为

什么要转换题材开始写作“反特”相关的作品？

■我从小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1986年到军工厂工作后，接触到了很多默默无闻、为

国家工作的人，他们得了奖章也不能上台领奖，就这

么默默地工作，无怨无悔。他们是一群不计较个人利

益，把一生奉献在军工事业上的工作者们。写完谍战

三部曲之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他

们更加鲜活，所以我正式把军工厂作为蓝本，去找各

种资料，就是各种特务潜伏的故事。我们写谍战剧其

实也是在听烈士的心跳声。

□写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呢？里面的角色有没有原型？

■解放初期，城市正在发展建设中，社会还不稳

定，有很多敌特会趁此机会搞破坏，也在查阅的很多

党史资料、军工资料中看到很多相关档案记录，我就

用这个作为切入点，在故事中，把工厂作为“没有硝烟

的战场”，带进我所熟悉的工厂和人群，把悬疑风拉

满。比如说史云帆这个人物的身上就有我在工厂工

作时，我们史组长的影子，当然一个人物身上不会只

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面，我笔下的人物，每个人身

上都有现实中很多人的影子，只要是为了人物的丰

满，我都会尽可能让人物贴近现实。其实就是利用这

些身边有意思的点点滴滴，把以前日常生活中的小情

趣丰富到虚构的人物中，让笔下的人物更加鲜活、接

地气。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工厂的很多职工，还有

一些老师和领导都很喜欢，觉得读起来很亲切。

□你在小说、剧本、舞台剧等的创作顺序和多数作

家的选择不太一样，三种文体之间的过渡和切换，是什

么样的契机？

■小说创作其实就是我的剧本大纲和分集大纲，

剧本创作有它自身的创作逻辑，而小说就是我的剧本

创作基础，可以说，小说是我给自己确定的故事创作

方向。并且，小说的发表也是我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读

者对故事的反馈途径，我会看读者对人物和故事的反

应，这些也是激发我创作的动力之一。无论是小说、

剧本还是舞台剧创作，所有的创作都是相通的，虽然

体裁不同，但底层逻辑都是人物要鲜活，没有废话、台

词准确、人物准确、性格准确，这就可以了。

□在文体变化过程中，文字描写的侧重点相应产

生变化了吗？

■舞台剧剧本讲优美、抒情，讲究对唱、合唱、三

重唱；小说有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电视剧剧本就是

给台词。我的台词“舞台腔”比较浓，但是观众接受

了，比如说《伪装者》里的台词“明楼不敢”，日常说话，

谁家也不会这么说话，只有在我们戏台上才有“小弟

不敢”之类比较有腔调的台词。台词的精准，才能够

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后来我发现，观众不仅接

受，还很爱看这些大段的舞台剧台词，这就代表观众

接受了我的语言风格。包括《沉睡的蝴蝶》，它虽然更

生活一些，但是体现人物台词的设计上，我还是保留

了这种语言风格，还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精准。

□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变化？

■其实没有改变，都是写人物。小说是写人物、

写故事、讲故事，电视剧依然是讲人物、讲故事，戏曲

舞台更是要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建立人物，让人物立体

鲜活，然后把故事讲清楚、讲明白、讲精彩，只有这样，

观众才会沉浸其中，代入感强，才会看进去。我的写

作本钱都是舞台剧给的，是戏曲滋养了我，都是唐三

千宋八百的戏曲剧本滋养了我，传统文化一直以来是

我创作的根基。

□会不会因为某些外部原因修改文本和结局呢？

■对于剧作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我会吸收，然后

消化进自己的创作中，而且谍战剧和反特剧不像其他

题材，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我在人物的台词设计上

会用很多的潜台词，把这句动了，下句动不动？动得

了吗？动完以后人物特点还有那么精准吗？都是需

要考虑的内容。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在接受

各方外部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坚持。

□《沉睡的蝴蝶》给人的感觉是“男性视角下的大

女主”小说，男女主之间关于信仰和情感的发展非常细

腻，也有种“他们变了吗、他们变了、他们没变、他们真

的没变吗？”的感觉，为什么呢？

■我每次创作之前都想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就

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局。有个读者说想到了开

头，没有想到结尾。现在的读者和观众都很聪明，他

们也有很大的阅读量和阅片量，对于谍战剧、反特剧

来说，都充满了悬疑风格，如何让读者和观众在阅读

和观看过程中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是我一直追求的创

作目标。在一个故事的创作中，完成了这个目标，下

一个目标就是故事的核心，其实《沉睡的蝴蝶》还有一

个潜台词就是“唤回你的初心”，找回你的记忆，唤回

你的初心，唤醒你的信仰。

□对《沉睡的蝴蝶》的影视化有什么期待吗？

■我还是有期待的，一部爆款剧是需要天时、地

利、人和的，缺一不可，就是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

三好换一好才会爆。影视剧的风险是有的，是不可

控的，但是我们有着美好的愿望。我写了解放初期

的一群为国奉献的公安人员和科研人员，还是比较

正能量的，我希望读者看到像《沉睡的蝴蝶》里史云

帆、姜海涛、吴满意这种默默无闻地在军工战线上做

工作的人，希望将来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可以更加形

象化，希望《沉睡的蝴蝶》能够唤醒一些人的记忆，让

大家对军工厂产生一些敬仰之情，这就是我的初衷。

张勇：我其实是在听烈士的心跳声
■受访人：张 勇（国家一级编剧、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健 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理事、小说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发表小说、散文等计100

余万字。出版小说集《脐血之地》、长篇小说《木

垒河》。《木垒河》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天

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泰克拜》获第五

届《西部》文学奖小说奖，另有昌吉文艺奋飞奖、

昌吉州拔尖人才、文化贡献奖等。长篇小说《天

山下》入选2024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自创办以来坚持实名投票、评语公开、媒体现场

见证的郁达夫文学奖，日前公布了第八届获奖名单。

一直担任该奖评委的作家袁敏，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

坦言，正因为这个奖项的公平、公正、透明，所以引起

文坛，包括读者大众的广泛赞誉。

10月26日，由《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政府协办的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举行终

评委会议。会上，历时六个多月的悬念终被揭开。杨

方《月光草原》和金仁顺《白色猛虎》分别摘得中篇小

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龚万莹《出山》、黎紫书《一个

陌生女人的来信》、韩松落《鱼缸与霞光》获得中篇小

说奖，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万玛才旦《松木的

清香》、牛健哲《造物须臾》获得短篇小说奖。

郁达夫小说奖是国内颇具影响的面向海内外华

语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本

届终评委仍由著名作家、学者和重要文学刊物主编组

成，执行主任为艾伟，七名成员为（按姓氏笔画顺序）

叶兆言、毕飞宇、孙甘露、阿来、陈东捷、袁敏、程永

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终评委专家认真阅读备选

作品，并准备了各自推荐作品的评语。

郁达夫小说奖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郁达

夫文学精神为主旨，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所以获奖作

品不仅具有较高艺术水准，也较为契合郁达夫的文学和

审美精神。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7日

——郁达夫诞生日，在其故乡富阳举行，同时本届获奖

作品名单、得票数及评委评语将在明年第1期《江南》杂

志和相关平台上公布。《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

集》也将进入编辑程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勇 国家一级编剧、作家，四川省作

协副主席。曾获第二届文荣奖作家编剧奖

（《伪装者》）。创作长篇小说《一触即发》

《伪装者》《贵婉日记》，红色谍战川剧《黎明

十二桥》以及电视剧《一触即发》《伪装者》

《天衣无缝》等。

“张勇”这个名字，很普通，但和戏剧、舞台剧、小说

结合起来后，人们往往会惊讶于爆款电视剧《伪装者》的

原著及编剧张勇，竟然是一位1986年就进入军工厂工

作的女工。她16岁立志写戏，26岁发表第一部戏曲剧

本，36岁第一部戏上舞台，46岁电视剧《伪装者》登上荧

幕，因为信仰和热爱坚持写作，甚至选择的谍战、反特题

材也是准入门槛较高的创作领域……张勇坦言，“慢工出

细活，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我要写可以留下来的好东

西。”近日，张勇新作《沉睡的蝴蝶》在天地出版社出版，是

继张勇“谍战三部曲”（《一触即发》《伪装者》《贵婉日记》）

之后，历时7年创作的全新长篇反特小说。

张勇在2024天府书展的活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

“《沉睡的蝴蝶》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赛道、小转折。”

反特其实也属于谍战大范畴，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

期，但无名英雄们在重重危机面前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大

无畏精神一样值得今天的我们景仰，“以《沉睡的蝴蝶》

为开端，我正在写‘反特三部曲’，从谍战到反特，我想逐

步打通属于自己的谍战小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