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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 ●
周末·

阿来：
文学作品要回应社会关切
省作协主席阿来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康
巴作家群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活跃在中国文坛，
一直都有新鲜血液加入， 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
文学创作团体，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而且不断传
承， 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 创作势头一直很强
劲，水平整齐，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阿
来说，康巴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人的生存艰
难，但在上千年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表达，
直到二、三百年前，才有清朝官员、外国传教士和
探险家写下其生活的依稀面貌。 他认为，康巴作家
群的出现， 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人终于开始书写
康巴大地，书写这里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 这
是继上世纪一批西藏作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
响崛起中国文坛之后， 最引人关注的藏区文学现
象。 阿来说， 如同他自己多年致力于淡描僧侣文
化， 倡导关注普通藏人的命运一样， 达真的小说
《康巴》描写了中国大西南“马易茶”的通商脚步，
所引起的一次人性的伟大解放； 康巴大地由此从
神与神交流的天堂，演变为神与神、神与人、人与
人交往的多元乐土，串缀了沿途汉、藏、羌、回、纳
西等 27 个民族的交流、融合。

在高度评价了康巴作家群的影响力之后，阿
来认为康巴作家群有两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是要探索和开辟新路 ， 尝试文学表达的多样
性，因为艺无止境。 尽管目前康巴作家群的整体
水平较高，但要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 目前，康巴
作家对于历史文化 、人与自然关注较多 ，还应遵
循文学创作规律，更深入地尝试和创新文学表达
方式。 虽然现在康巴作家群已经找到了自己文学
创作的路子，但不能停留在老路上，因为“文学不
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沟通 ，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
我表达较之于‘他者 ’，更注重于差异性 ，而创作
更应关注普遍性的挖掘与建构。 ”二是文学作品
应回应社会关切。 阿来认为，在党的各项惠民政
策照耀下，藏区形势一片大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但仍然有很多社会矛盾不容回避。 康巴作家
的作品在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社会矛盾方面还做
得不够。 阿来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瞻对》获得人
民文学奖“非虚构大奖 ”，评委会的授奖词写道 ：
“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 ，
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 ”阿来认

为，他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它要回答今天的问题。
阿来希望作家要有责任和勇气关心社会矛盾，要
表达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直面社会矛盾、
回应社会关切的文学，才能赢得更广泛读者的关
注，才有较强的生命力。 他期望读到康巴作家更
多反映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希望康巴作家的作
品能够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外界
了解藏区打开一扇窗口。

意西泽仁：
作家要与群众心连心

甘孜州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意西泽仁向记
者梳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藏族文学和康
巴作家创作的历程后指出，康巴作家群可以追溯
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文学创作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时期 ，当时包括
他在内的我州一批作家活跃在中国文坛，从那时
候起，我州各民族作家都在勤奋写作 ，各类文学
作品散见国内各级报刊杂志，但以作家作品集中
出版、集体亮相，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他对我州
打造的康巴作家群品牌感到欣慰 ，他认为 ，一个
地区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地区
的文化品牌。

意西泽仁认为康巴作家群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我州处于藏汉结合部，历史、人文资源厚重，
藏、汉、回、彝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 ，相互影响碰
撞，不同民族的作家怀着深厚的民族情怀 ，创作
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 有独特的文化积
淀，不同民族的作家能够捕捉生活和历史文化积
淀，所以作品能够出手不凡 ；二是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内地部分作家转向追逐经济效益 ，而我
州作家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生活，关注藏区的发展
变化，理性思考社会人生 ，集中推出优秀作品是
必然的；三是我州作家甘于清贫，博览群书，打开
了眼界和思维 ，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深度 ；四是由
于我州作家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他们带来了各自
民族的文化记忆，因此，文学作品丰富多样；五是
我州作家创作文本富有特色 ，与众不同 ，涵盖了
所有的文学体裁。

他认为， 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在国内甚至国外
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希望作家
们要博览群书，要多读不同门类的书籍，提高文学
修养；要深入生活，接地气，深刻认识这片土地的

历史文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所思所
想，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从而回归到自己的文学创
作上来， 因为个体作者对文学的表达方式各有千
秋，要有个性化的特色，我州作家有实力写出无愧
于时代的好作品。 在创作时，要注意在题材选择和
创作思路上有新的突破。 他建议要形成康巴作家
群梯队发展，不断发现和培养新人，为康巴作家群
输送新鲜血液，为康巴文学繁荣提供人才支撑。 他
不赞成以作家数量衡量康巴作家群的实力， 而应
注重康巴作家作品的质量。 他相信只要我州作家
耐得住寂寞，苦练内功，加强学习交流，我州作家
的作品还能够更上一层楼。

祝勇：
希望康巴作家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著名作家、 学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祝勇

说， 康巴是一块非常神奇的地方， 这里的历史宗
教、神话、民俗、建筑、歌舞较之于其他藏区有很强
的特殊性，他长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游走，写了
不少关于康巴的文字，受到读者的好评。 康巴这块
土地是出好作品的沃土， 孕育了当下特别活跃的
康巴作家群，康巴作家群现象引起全国作家、评论
家和读者的关注， 康巴这块土地上出现这么多的
作家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他认为， 康巴作家群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
一，从体裁上讲具有全面性，康巴作家的作品囊括
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在小说、诗歌、散文领域都有
一定的建树，涌现出了列美平措、达真、格绒追美、
尹向东等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的作家。 康巴作家
创作的内容囊括了康巴地区古代、 当代、 城市生
活、草原生活、现实生活、历史传奇等方方面面，每
个人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创作， 从整体上形成了一
个历史和现实的完美拼图；第二是地域性，由于特
殊的地域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给康巴的作家们
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体现了很强的地域特点，
形成了康巴作家群独特的文字气息。 第三是当下
性，康巴作家群相对活跃的是中年作家，他们经过
自己的努力和摸索， 已经形成了个人化的写作风
格。 他们的写作在方法上、语言上、结构上、叙述方
式上是与时俱进的，他们较为成熟的表现形式，与
当下文学态势是紧紧衔接的。

他建议我州要继续加强宣传和推广康巴作家
群，近年来，州文联通过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

式，对康巴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了广泛推荐，但还
要在推广方面加强。 目前，康巴作家群中还没有出
现引起全国轰动的作品，所以，推出康巴这个写作
群体不失是一种推广方式， 在国内不少地方也有
类似的作家群体。 但康巴作家群整体推出后，立即
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效果非常明显。 其次，需
要康巴作家们沉潜下来，集中精力，花更多时间去
打造代表康巴作家实力的作品。 文学是一项寂寞
的劳动，写作者犹如寺庙里画壁画的僧人，需要内
心的坚定和长久的修持。 康巴作家群要继续走，不
能热闹几年就散了，希望康巴作家克服浮躁心理，
十年磨一剑，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出来。
、

牛放：
康巴作家创作势头不容低估

《四川文学》杂志副主编、四川省作协主席团
委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牛放表示，康巴作
家群所创作的作品受到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关
注， 是因为一大批作品吸引了国内作家和文艺评
论家们的目光。 牛放在阿坝州生活了 20 多年，他
的作品也是反映藏区的人文和生态。 他坦言，文学
作品不是一个集体创作， 而是作家对他所生活的
地区的认知和感悟。 康巴作家群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被日益破坏的今天，
作为江河源头的藏区，还有一片良好的生态环境，
藏区的作家们热情讴歌大自然对故乡的馈赠，讴
歌这里古朴别样的民族风情和人文， 受到文学界
的认可，其创作势头不容低估。

牛放认为，从 2012 年起，甘孜州的作家们走
出高原，在成都和北京相继召开新作研讨（发布）
会，作家作品集体亮相，为文学界带来了一道清新
亮丽的风景。 但他认为，康巴作家由于同处于一个
区域，关注的是共同话题，作家个体素质差异，作
品还存在浅层次、一般化的倾向,让人为之一振的
作品还没有出现。

牛放毫不讳言地说，在江河源头，在广袤的藏
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片土地上厚重的历史文
化资源， 都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
源， 康巴作家十分勤奋， 这些年出了 100 多部作
品，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生
机的创作群体，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作协的关
心、关注和支持下，康巴作家们一定能够推出好作
品，破茧之作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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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州提出康巴作家群这个概念，并连续两年在成都和
北京推出 23位我州作家的作品，康巴作家群的作家们从 2008年到
2012年，已创作了百余部文学作品。 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讲述了民族
历史文化的记忆，表达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气韵，为我国文学艺术长
廊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近年来， 我州先后有 12 位本土作家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

员，省作协会员达到 70 多人，且已有 7 人被巴金文学院聘为签
约作家。到目前为止，全州还有近 200名作者开始在国内文坛崭
露头角。康巴作家的作品获得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四川
文学奖等近 10类文学创作荣誉。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
作协主席阿来、副主席意西泽仁等国内著名作家，他们以独特的
眼光评价了康巴作家群，并指出了康巴文学应努力的方向。

看康巴作家群
■本报记者 马建华 见习记者 张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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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已取消 149 项职业资格的基础
上，今年再取消 62 项职业资格，这对于我
等劳动者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好消息。然
而，笔者认为真正的好消息是“以改革释放
创业创新活力”这句话的出现。 因为，这句
话里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理念。

可以预料，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改革的
推进， 肯定还会有一些职业资格需要取消
或调整，当然 ，也肯定有一些职业资格认
证会更加严格，譬如教师的资格认证以及
职级评定等。不管国家对于职业准入制度
是“整体趋严”还是“愈益宽松”，其落脚点
和目的都在于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都在于发展！

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是新时期
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之初，“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夜之间就释放了八
亿农民的热情与活力， 从此农民就奔走在
发家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而且几乎是党
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每一步衍化与改进，
都推动着农村经济以更新更好更美的姿态
增长， 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包
括劳动力和购买力在内的大量可能。 可以
说， 正是有了当初对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
的不断“松绑”与“释放”，才有了今天中国
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有利格局。

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这一理念
包含着党对经济规律， 党对企业对劳动者
的科学认识。新时期以来，政府对企业和劳
动者的管理方式，先后经历了计划手段、市
场手段、 法律手段等不同手段或两种以上
手段并用的格局；顺应时代潮流，国务院各
部门纷纷制定了相关行业的企业及劳动者
准入规定， 这些规定在当时或许具有积极
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规定就未必
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从而成了经济发展的
阻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规定，就要果断改
正、革除，就要及时宣布取消，或以新的规
定取而代之。 基于这种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的改革， 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的始终。

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蕴含着改
革的“主动语态”与“常态”。 把这一政策走
向同李克强总理近年十分关注的 “互联
网+”结合起来研读，我们就不难读出，一
个创业创新的时代就要降临！ 一个可能白
手起家的时代，一个可能屌丝逆袭的时代，
就要降临！

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7 月 15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会议决定，在去
年以来已取消 149
项职业资格的基础
上，再取消网络广告
经纪人、注册电子贸
易师、全国外贸业务
员 、 港口装卸工等
62 项职业资格 ，以
改革释放创业创新

活力 。 《四川日报 》
2015 年 7 月 16 日。

阿来： 康巴作家群有两
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
是要探索和开辟新路， 尝试
文学表达的多样性； 二是文
学作品应回应社会关切 ，作
家要有责任和勇气关心社会
矛盾，表达现实，发出自己的
声音。

意西泽仁： 康巴作家群
代表了康巴地区的文化品
牌， 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文学作品， 在国内甚至国外
都有一定的影响。 作家要深
入生活，接地气，和群众打成
一片，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祝勇：康巴作家群现象引
起全国作家、 评论家和读者
的关注。 要继续加强宣传和
推广康巴作家群。 要沉潜下
来，克服浮躁心理，花更多时
间去打造代表康巴作家实力
的作品。

牛放： 康巴作家群形成
了一定的规模， 受到文学界
的认可，创作势头不容低估，
其作家作品为文学界带来了
一道清新亮丽的风景。 康巴
作家群是一个充满朝气与生
机的创作群体， 破茧之作一
定会出现。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