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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

现代社会，人类对时间的敏

感性大大增加，现代性的时

间特征是“时间现实与时间

意识之间的游戏”。个体的

职业规划与教育规划不仅要

遵循快速的趋势和时尚，还

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灵活的

形式。《教育与职业》最新

一期刊发姜大源的文章《职

业和教育中的时间：社会学

意义的反思》，指出职业和

教育是将人与世界联系起来

的两个重要的社会时间事

件，时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并提出时间这一变量

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

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

义。因此，要从社会学角度

思考时间变量在个体的职业

工作及其在教育学习中的作

用和影响，进而能从容地应

对变化、积极塑造主体自身。

《历史铸就统一体》全

书分为基础资料卷、综合研

究卷和专题研究卷三部分，

共 9 册约百万字。书中全面

搜集和梳理了从史前到清代

有关西藏与中原关系的文物

材料，以文物考古研究的方

式系统书写西藏与中原关系

史，反映西藏融入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历史进程，有力地

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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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小说家都在写什么？
茅盾文学奖专为表彰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每四年评选一次，每届只评 5 部。近日，第

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北京揭晓，获奖作品分别为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
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以及东西的《回响》。

这 5 部获奖小说故事不同，5 位作家风格各异，他们用小说家的笔记录时代，从不同侧面体现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凭借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方式，带领阅读者走进深远的文学世界。

《雪山大地》：表达对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观照

《本巴》：从蒙古族史诗中生发新的想象 《千里江山图》：  《回响》：直抵人性最真实幽深处

《宝水》：用“小说的道德”展现新时代乡村的变化
本报讯（记者 程小路）《雪山

大地》是杨志军的现实主义长篇作

品。小说呈现了以“父亲母亲”为

代表的三代人在青藏高原上耕耘建

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反映了大

半个世纪以来，青海藏族牧区在党

和政府领导下发生沧桑巨变的壮阔

历史进程。

小 说 故 事 中， 汉 族 干 部“ 父

亲”到沁多草原蹲点了解牧民的境

况，接待他的是由部落世袭头人转

变而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父亲

蹲点结束回到县里，被提为代理副

县长，开始实施一系列重大行动：

在这片土地上建起第一所小学、中

学，牧人的孩子得以开蒙；饥荒时

期，将西宁保育院迁往沁多草原，

孩子们得以果腹；成立贸易公司，

说服牧人出售牲畜以减缓对草场的

冲击……这些努力得到了角巴德吉

与牧民桑杰不遗余力的支持。

外科医生“母亲”则在公共卫

生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在县

医疗所接诊了第一例麻风病人，排

除万难修建医疗所，自己不幸感染。

后来，草原上的年轻一代牧民

成长起来，勇挑建设大梁……围绕

着几个家族的命运以及两个民族的

生命传奇，一幅时代的历史画卷在

苍茫的雪山大地展开。

杨志军 1955 年出生在青海，依

托 40 多年的藏地生活经验，他创作

了《藏獒》《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巴

颜喀拉山的孩子》等作品。1995 年

迁居山东青岛后，他又创作了《潮

退无声》《海底隧道》等作品。

《雪山大地》是藏地题材，也

是关于父辈的故事。杨志军的父亲

从河南洛阳到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

读书，在 1949 年西安解放前参加了

“护校”任务，之后和一帮志同道

合的人前往西宁并创办《青海日报》。

杨志军的母亲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批

国家培养的医生，她是妇产科医生，

但每年都有牧人跋山涉水到杨志军

家，找他母亲看因高寒缺氧、食物

单调引起的各种疾病。随着社会的

发展，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乡镇卫

生所普及，牧民也渐渐地不再去杨

家求医了。

杨志军在创作谈里回忆，他在

西宁居住的小区里有一多半是藏族

同胞，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

处跑的“城里人”。他希望通过《雪

山大地》表达对民族团结、民族融

合的观照，也希望将雪山大地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

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

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

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

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

加葳蕤的传承”。

本报讯（记者 程小路）小说

《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

格尔》为背景展开，塑造了一个

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

25 岁的本巴世界。“本巴”意为

宝瓶，是人与万物的母腹。本巴

也是齐（注：小说主人公之一是

一位江格尔齐，即“江格尔”说

唱表演者）的祖先所居住的草原

的名字。

刘亮程在谈及小说创作时

说：“在《本巴》一环套一环的

梦中，江格尔史诗是现实世界的

部落传唱数百年的‘民族梦’，

他们创造英勇无敌的史诗英雄，

又被英雄精神所塑造。说唱史诗

的齐也称说梦者，本巴世界由齐

说唱出来。齐说唱时，本巴世界

活过来。齐停止说唱，本巴里的

人便睡着了……所有战争发生在

梦和念想中。人们不会用醒来后

的珍贵时光去打仗，能在梦中解

决的，绝不会放在醒后的白天。”

刘亮程，1962 年生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老沙

湾镇，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

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

《凿空》《捎话》，访谈随笔集《把

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等。

刘亮程的作品让不少读者更

深入地认识了新疆这片广袤大

地，他自己也不遗余力地为新疆

文旅“代言”。今年 7 月，新疆

塔城第八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

游节举行，刘亮程在视频致辞里

表示，“沙湾是我的家乡……也

是大盘鸡的‘故乡’”。他还给

当地美食产业鼓劲打气：“以前

沙湾的宣传口号是‘一鸡一人’，

鸡是大盘鸡，人是刘亮程。现在

好像改成‘一人一鸡’了，人走

到鸡前面了。鸡努力呀！”

获得“茅奖”后，江格尔史

诗传承地——新疆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政府发来了贺信。刘亮

程在微博上回应表示感谢，并透

露，《本巴》中的赛尔山、和布河、

牛石头草原等皆取自该县地名。

2013 年，刘亮程入住新疆木

垒县，创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及

木垒书院，并发起创立“丝绸之

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

奖励对中国乡村文学、乡村绘画、

乡村音乐、乡村建筑设计作出杰

出贡献的人士（注：这四类奖项

每年择一颁出一个金奖，其他三

项为提名奖）。

今年 7 月下旬，第三届“丝

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

术奖揭晓，本届金奖得主是建筑

师孟凡浩。同时，民谣音乐人马

条、作家乔叶、画家陈树中获得

本届提名奖。值得一提的是，获

得提名奖的乔叶也是本次“茅奖”

获得者。

1933 年，腊月十五，乌云笼

罩着上海，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

打断，一半与会者被抓。陈千里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

绝密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

险战就此展开……作为一本细节

满满的“红色新经典”，小说《千

里江山图》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

的上海，围绕一项代号为“千里

江山图”的绝密任务展开，以文

学的方式，想象和呈现隐秘而伟

大的历史事件，描绘出一代理想

主义者浴血奋斗、追寻光明的精

神图谱。 

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

本空间里，小说《千里江山图》

呈现出类似于传世名画《千里江

山图》般的空间诗学，如同北宋

画家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

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

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

赶集等动景之中，做到了动与静、

明与暗、辽阔与近景的完美结合。

小说以险峻的故事情节、精确的

世态人情和对人物性情的细致刻

画、对人性隐秘的深入挖掘，深

深地感染并震撼着读者。

《千里江山图》作者、民进

会员孙甘露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千里江山图》一

书酝酿了很多年，并非临时“拍

脑袋”要写的，而是基于长期的

思考与积累。“我觉得写作是一

东西的小说《回响》斩获

茅盾文学奖，这是广西作家首

次斩获这一中国文学最高奖项。

东 西 近 日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这个小说恰恰就是写了

我们当代生活，写了我们的日

常的情感，写了家庭，写了一

个案件，从一个案件的推理，

引发主人公对自己的婚姻和情

感的思考，最后在侦破案件的

过程中，重新找回了爱和信任。”

综合中新社、中新网报道，

东西本名田代琳，《回响》是

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

改的命》之后创作的第四部长

篇小说。

小说讲述一起刑侦案件与

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

故事，融入刑侦推理与心理推

敲，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在

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

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

心理，直抵人性最真实幽深处。

在写作《回响》时，东西

苦修推理及心理学知识。在他

看来，虚构能力是作家天然就

拥有的，在虚构之前，作者要

扎实了解生活及所写的专业知

识，“那些非虚构的部分，如

果你不了解，你去凭空虚构，

作品可能就会‘飞’起来、‘飘’

起来”。

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东

西除了阅读大量心理学的专业

资料，更专门向刑侦专家请教

案件细节。他还养成了一个习

惯：每天写超过 1000 字就会停

下来重读，找错误缺点，补细节，

“有时写着写着突然不想写了，

停下来思考两天”。

在东西看来，作为一个写

作者，要学会记录和感受这个

时代，甚至通过折射、虚构的

方式，把时代的生活生动地展

示出来。

“这个奖是对我坚持写作

的认可，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

励，也是对广西作家的鼓励。”

东西希望，借由这次获奖，未

来能有更多的广西作家去“冲

击”茅盾文学奖。

据介绍，《回响》已被翻

译成俄文、越南文等，目前正

被翻译成马来西亚文，并与法

国的出版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

“英国一出版公司负责人

在看完小说之后，给我发信息

称，小说通过一个推理外壳行

纯文学之实，角度很棒。同时，

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解剖，也

让他特别欣赏。”东西希望，

未来，《回响》能够在东盟及

欧美市场引发更多读者共鸣，

“文学很容易在全世界找到共

性，只要你这个作品好看好读，

受众就能理解。”

小说《宝水》讲了一个太行

山深处乡村正由传统型乡村转变

新型乡村的故事：人到中年的地

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

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

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

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见证着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

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

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中新网报道，这部长篇小说

生动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

巨变，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

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

娓娓道来。“宝水”这个既虚且

实的中国乡村里，发散和衍生出

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

乔叶是“70 后”代表作家，

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

《走神》等多部作品。

今年 2 月，《宝水》出版后

不久，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研讨

会。当天会上，乔叶谈及创作初

衷表示：“写作这本书，我特别

朴素的一个心愿是对故乡和我自

己的一个交代。”她此前曾表示，

自己有十几年的乡村生活经验，

但一开始写作时并不想写乡村内

容。40 多岁时，她去某个乡村采

风，发现很多农民开始经营民宿，

种种农村新气象让她觉得“新和

旧杂糅在一起，复杂、陌生又熟

悉，同时又很澄澈，一种特别丰

富的感觉”。她表示，《宝水》

是“用小说的道德展现出我所看

到的新时代乡村的变化”。

在 2 月份那场研讨会上，中

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岳雯表

示，《宝水》的特别之处在于，“其

他作家预设的问题域是，新时代

山乡巨变是什么？《宝水》预设

的问题域是，新时代乡村对于我

们还意味着什么？小说的主人公

青萍到宝水需要解决的是，乡村

这样一个曾经给她强烈情感依归

的地方还能不能在今天提供新的

情感价值？她在宝水找到了，这

个找到就是她的治愈。她的治愈

不仅仅是她能睡着觉，而在于如

何在宝水从‘我’获得‘我们’。”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

辰在研讨会上表示：“乔叶在写

《宝水》的时候对农村了解之深

的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写‘新’。

从鲁迅开始写农村作品，我们对

乡土的书写已经形成一定的模

式，像乔叶这样细节绵密的作品

并不少见，可是这种细节绵密当

中很少真的写出新时代新时期乡

村的风格风物。乔叶写出来了，

她写的是古老的乡村模式在今天

新的历史趋势、历史条件下怎么

运行。”

个蛮漫长的过程，是渐渐生长、

生发出来的，现在做的事情一定

是与过去有关联的。”

孙甘露表示：“书名《千里

江山图》是有多重含义的。它是

一项行动计划的代号，也寓示了

‘千里江山’；它是一幅古画的

名字，书中也写到了字画商等当

时上海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情

况。”他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

讲述地下斗争的故事里，人们的

言谈、行为、心理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有多重含义的。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文

学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

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

文学界的特殊地位。今年 3 月，

一场关于小说《千里江山图》的

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

上，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提及先

锋作家的转型，并称文学界普遍

认为“《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孙

甘露的一次大转身”。孙甘露则

表示：“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

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

变过。”

据悉，小说《千里江山图》

已与海外多家出版社达成版权输

出意向，将翻译成英语、德语、

法语等 10 余个语种的版本在全世

界发行。此外，这个故事将被改

编为广播剧、电影、电视剧、话剧、

评弹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红色新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