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州首个用诗歌写作格萨
尔史诗的诗人， 夏加阅读过相当多中
外古今的名著，如今他在色达搞创作。
作为一名 70后诗人，夏加对我州文学
的发展有自己的见解。 就我州的文学
发展现状而言， 夏加认为可以总结为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老中青三代生生
不息， 文学力量和文学作品呈蓬勃发
展之势；二是创作群体力量得以整合，
康巴作家群旗帜已经高高举起， 文学
事业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三是存在文
学创作基础理论知识的欠缺和捕捉丰
富素材“不稳定”的问题。这里的“不稳
定” 特指对于素材把握不准和研究不
深。夏加认为，我州的文艺工作者并不
缺乏扎根基层、 为人民创作的决心和
勇气， 也不缺乏谦逊和严谨的创作态
度， 缺乏的是全局性创作的眼光和知
识。

在谈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时， 夏加说：“我所理解的中国当下
文学艺术的现状：整体呈功利、浮躁
趋势，文化被滥用、曲解现象尤其严
重。 当然，不排除一小部分专耕于文
化真相的负重者，但由于文艺大环境
的复杂和不纯粹，导致了文艺发展走
向畸形和虚浮。敢说真话还原真相的
越来越少，趋利附势，盲目唱响赞歌
的越来越多； 宏观创新的越来越少，
把歪曲历史、歪曲事实、生拆文化当
成创新的越来越多……比如为了搞
研究项目，东挪西借拼凑成果；为了
市场，搞文字及文学操作，导致文学
作品质量越来越走向”三俗“等，作为
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消失殆尽。部分文人正不可阻挡地成

为最丑陋的社会群体之一。 此次文艺
工作座谈会，准确地说是掐中了中国
当下文艺的七寸，是阻止文艺环境不
纯粹和发展或发育不良的一种及时
且有效的手段。 ”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几天，夏加在
网络上浏览了所有相关与习总书记
在座谈会上讲话的所有内容，他说感
悟很深：一、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依
然坚持以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宗旨，
即文学服务于人民， 服务于群众；同
时， 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立足高远，
从民族性、时代性上提出了更新更高
的要求，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既要扎
根于群众， 又要立足于普世眼光，锤
炼普世精神；二、总书记对当下文艺
事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客观分析，对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
千篇一律现象；机械化生产、快餐式
消费等现象进行剖析，提出“文艺不
能成为市场的奴隶”， 要求文艺工作
者要志存高远， 勇于为文艺事业喊
痛，这对当下文艺事业发展是深刻的
鞭挞，将会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
此次会议第一次将文艺作品与社会
效益结合在一起，提出“一部好的作
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
应该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要求，这为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起
到了坚强的堡垒作用。

夏加表示在《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前提下，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我州
文学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 夏加说 ：
“我州文化现状与习主席的讲话精
神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文艺作品创
作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族裔
文学创作的程度， 对当下世界先锋
意识、先锋思维、先锋创作方法认识
不深， 理解不透。 文艺环境发展滞
后，包括平台建设 、组织保障 、机制
运行等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 要
真正发展我州的文化事业， 我们需
要做出的努力还很多。 首先，要充分
运用好丰厚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文
学素材，力争做到善于发现，敢于发
现，勇于扎根，并用普世眼光全面剖
析，深刻创作。 其次，要进一步融合
人才资源，发挥好、利用好老一辈的
传帮带作用， 刺激新生代的创作激
情和动力。 当然还需要通过机制保
障来刺激精品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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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4年12月 27日

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星 期 六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１８ ★★★★★★★★★★★★★★★★★★ 报刊代号 ６１———６６

第 607 期 总第 11357 号

立足甘孜·放眼世界·创建未来

社长：阿连 值班副总编辑：周华 康巴传媒网：http://ｗｗｗ．kbcmw.ｃｏｍ

责任编辑：杨丹叔 编辑:王朝书 图片总监：廖华云 组版: 阿江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35715 电子邮箱:wangcs555@163.com

筇 ●
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嘱托·专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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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康巴高原， 在群众文化活动
的基层阵地上， 尼克尔他摸爬滚打已近
30 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 ，已经成
为他的记忆。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尼
克尔他对基层文化状况有着切肤之感。

尼克尔他说， 基层的许多领导及工
作人员不清楚文化馆的主要职能是：“提
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
基本的公共文化需求， 承担一定的社会
教育功能， 组织和引导反映主流文化精
神的公共文化活动， 整理和保护民间优
秀文化遗产。 ”实践证明，文化馆已经成
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机构。

尼克尔他最初被分配到文化馆工
作，只是一个 20 出头的青年，根本不知
道文艺长什么样、做什么用？一开展工作
云里雾里的。后来，领导把尼克尔他放在
《伍须海》杂志社编辑部，因为经费，杂志
油印两期就停刊， 领导又把他放在图书
馆跟陈萍老师打杂。尼克尔他的任务，就
是周一去邮局取杂志和报纸，然后，分类
放置在相应的位置和报架上， 平时给读
者办理借书证，没事情的时候自己看书。
1990 年 10 月的一天， 领导安排尼克尔
他随同到一个叫斜卡的地方， 收集民族
民间舞蹈、音乐，搞“三套集成”。 现在的
年轻人大约都不知道什么是“三套集成”
了。那时候下乡基本靠走路，到乡政府所
在地， 乡干部和群众很热情地款待了他
们。 晚上，召集附近的村民热热闹闹，跳
了一夜的锅庄。第二天，召开乡人民代表
大会，需要写一副横幅，平时爱写毛笔字
的周老师因病请假去县城了， 乡长十分
着急，说幸亏来了两位文化干部。尼克尔
他和馆长听了都傻眼了， 馆长是搞歌舞
的，尼克尔他从来没见过毛笔。在大家的
再三请求下， 尼克尔他只好颤颤巍巍地
写完了几个大字，大家都说可以，他却想
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单位后，尼克尔他把
废报纸集中起来开始拼命练字，后来，摄
影师调离，他接管了办橱窗专栏和摄影。
无形的磨练，让尼克尔他学会了摄影、美
术、书法，再后来，他学会了阅读、学会了
编舞、学会了作曲、学会了写作，学会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和责任。

一路走来， 分管文化的局长换了 9
个，馆长换了 5 个，而尼克尔他也到了退
休年纪。总结经历，尼克尔他觉得文艺工
作重在热爱、贵在坚持、勤在学习；文化
馆是一所让人学习和进步的学校。 让尼

克尔他刻骨铭心的是，1993 年 11 月，他
去了湾坝乡小卡子山拍摄云海，山上停
留了两天，本来想拍摄完成回老家一趟
的 ，因大雪封山 ，只好回斜卡乡花木林
牛场，然后徒步到踏卡乡甲铺子村一个
亲戚家里借宿， 身上的钱已经花光，第
二天继续徒步到偏桥等班车，跟班车师
傅说明情况 ， 赊账到了县城才给的车
费。 那时候，尼克尔他要想争取去干一
个书记、乡长，条件足够，然而他认定自
己只是做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命。 想起往
事 ，尼克尔他觉得相当心寒 ，文化单位
都比较穷苦，几乎很少报销差旅费和出
差补助 ，在文艺战线 ，想干出点名堂只
能自己掏钱去做。

１０ 月 １５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纷纷
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既高屋建瓴，又接
通地气，为文艺工作者今后的工作指明
了方向。 他同时强调，“一部好的作品，
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
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
了铜臭气。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
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
市场上受到欢迎”。通过学习讲话精神，
尼克尔他心间突然涌起一股浪潮 。 尤
其 ，总书记指出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阐明
了，文艺工作者是与人类灵魂打交道的
人。 总书记的讲话在精神层面为文艺工
作者指明了方向。 广大文艺工作者更要
坚守艺术理想、 艺术良知和职业操守，
踏实创作， 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
以最大的热情和昂扬的激情投入创作，
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祖国和人
民。 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是一个时
代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
标。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作
用不可替代。 认真学习了讲话精神，尼
克尔他觉得文艺的春天终于盼来了。 习
近平的讲话，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没有空话套话，也没有故作惊人
语 ，讲的都是一些大实话 ，通俗易懂喜
闻乐见很平实。

尼克尔他认为， 文艺工作者只有在
“中国梦”实践中，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

实的代言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站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宽
阔视野上观察和评价文艺作品， 才可能
写出精品。 尼克尔他说，甘孜州文艺界要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立足甘孜州深
厚的民族和历史文化底蕴， 创作出更多
高质量、有影响、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准
确把握全州文艺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要始终抓好文艺精品创作，要加强文
艺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
名家，推动全州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全
州文艺工作者，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应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生
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
代的优秀作品，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
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全州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关键在
人。 这就说明人在创作中的决定因素。

尼克尔他建议加快县级文联的建
设，或者成立县级文艺创作中心 ，从根
本上提高文艺创作者的待遇 ， 并在文
艺创作中 ，提供良好的写作环境 。 文化
馆作为文化职能单位 和 非 遗 保 护 单
位 ，除了做好自身工作以外 ，更要充分
发挥文化服务功能 。 这也正是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关于文艺为什
么人服务问题的实际行动 。 近年来 ，甘
孜州文艺战线 ，建设性项目多 ，然而监
管力度不到位 ；文艺单位编制人员多 ，
创作人员少 ，执行力度不到位 ，天天坐
办公室不用搞创作的 ， 绩效工资可拿
一等二等奖 ，而需要跑基层收集素材 ，
搞创作的 ，却评不上等次 ；融入我们的
日常生活的 ， 受到观众欢迎喜闻乐见
的作品 ，却拿不进评定职称的材料 ，这
是文艺工作的弊端 。 尼克尔他说 ，文化
馆是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
辅导站 ，是组织 、指导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的中心 ，是文化市场管理 、文化遗产
保护的前沿阵地 ， 是发展城乡先进文
化的主力军 。 因此 ，文化馆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
的 ，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 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推
动文艺繁荣发展 ， 最根本的是要创作
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 文艺工作者应该
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 ，作品是
自己的立身之本 。 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每一位 ，你不能静下心来 、精益求精搞

创作 ，始终占着这个位置有什么意义 ，
所以 ，尼克尔他认为 ，针对文艺战线队
伍 ， 进行一次梳理和整顿是很有必要
的 ； 把那些爱好文艺创作的人员请进
文化部门，也是很有必要的。

尼克尔他认为， 文艺部门要从构建
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着眼于人的素质提
高，加强自身队伍建设。通过各种考核，逐
步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作风
正、 具有责任感和创造力强的工作队伍。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逐渐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文艺工作也
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这样文艺工作者
才能真正起到文化服务的主导作用，群众
文化才能得以全面开展，使文艺创作更上
一个新台阶，更好的服务于人民。

最后 ，尼克尔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思想深邃 ， 论述精辟 ， 内涵丰
富 ， 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文艺
工作的高度重视 、 对文艺工作者的亲
切关怀 ， 对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殷切
期望 ， 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各族群众
的呼声 ， 希望我州的文艺家们不断激
发文化自觉 ， 面向基层 ， 加强学习领
会 ， 把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落实到实处 ， 要把握地方
文艺工作特点 ， 认识到自己各自角色
的定位 ， 认真谋划好甘孜州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 认认真真领会讲
话精神 ，踏踏实实搞好文艺创作 ，把讲
话精神和职能服务延伸到基层 ， 开展
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的文艺
活动 ， 用实际行动把习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传递给人民以思想的启迪和心灵
的净化 ， 且无愧于 “铸造灵魂的工程
师 ”这个称号 。

康巴彝族作家尼克尔他：
我们一起守望春天

康巴藏族诗人夏加：
我州文化事业发展还有待努力

筇筇筇筇筇 在这里，向草原重新学习聆听。

02 文化

从《康定情歌》看康人的情爱观

03文学

甘孜州作家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04生活

大写的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石和出发点

■ 本报记者 杨珂 文/图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次会议在文艺工作者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同样在我州
文艺工作者中成为了话题，每一个人都在用心、用情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促进我州文学艺术向着“文艺是时代前
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方向发展，本刊特策划了“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嘱托”专题，请我州六位文艺工作者夏加、尼克尔他、洛绒卓玛、洼西、窦零、郭昌平讲述对习近平
讲话的理解，并回顾了我国文艺工作的历史，深度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本刊希望通过努力，能为我州文学艺术发
展尽一己之力。

筇筇筇筇筇 编者按：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康巴藏族诗人夏加

康巴彝族作家尼克尔他

访 谈访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