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

登了《古籍善本逐年量增价涨，

反复炒拍惹来几分铜臭》，其中

所披露的在古籍图书拍卖市场

上炒作古籍、拍卖古籍的过度

商业化现象，令人忧虑。

乾 隆 年 间 出 版 的 程 世 本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红楼

梦》成书后的第一个印刷本，传

世量尤为稀少，2008 年以 212.8

万元人民币成交。唐中期敦煌

写经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吉祥

天女品第十六》，首尾齐整，字迹

拙稳，尾有题记，具

有 极 高 的 研 究 价

值，在今年春拍中

以 95.2 万元人民币

成交……

这就是目前稀

世古籍善本在拍卖

市场上的价格！从

这两部古籍善本被

炒拍出来的惊人的

天价，可以看出如

今的古籍善本拍卖

市场是多么红火。

1993 年，古 籍

善本在 中 国 嘉 德

首 拍 ；同 年 9

月 ，首 次 书 刊 专

场 拍 卖 在 中 国

书 店 进 行 ；1998

年 ，全 国 唯 一 一

家 专 营 古 旧 书 的

拍 卖 公 司 —— 中

国书店海王村拍卖

公司成立……而近

来，古籍市场可谓

佳绩屡创，在今年

春拍中，某某公司

成交 4579 万元，某

某公司成交3050万

元，某某公司成交

1108万元……也因

此，在拍卖市场的

推动下，那些今年

几万、明年十几万、

后年几十万的古籍

善本，可以说是已

非潜心问学的人士

可以问津的了。在

爱书藏书的人们为这诸多的古

籍善本“首次”创下拍卖纪录而

踌躇满志、为这些年的古籍善

本逐年量增价涨而喜不自胜之

时，一个个疑问也随之而来：随

着古籍善本价格的飙升，都是

谁在拍卖场中买书？买回去后，

他们读书吗？

古籍拍卖市场给出了回答：

没有谁去读这些古籍善本，这些

古籍善本进入了家庭，成了一些

人的藏品。

现在，在很多古籍拍卖公司

有关专场拍卖的图录中，因为逐

利使然，古籍善本被随意拔高地

位、任意扩大影响、肆意填充内

涵、故意引人遐想的评语，可说

是比比皆是，而更可笑的是，一

些评语还在各个古籍拍卖公司

的图录中抄来抄去。这种学术

评估的缺席，对于以学术见长的

“古籍善本”市场来说，其危害几

乎是灾难性的。

那些以千、万计价的古籍善

本似乎更适合于初涉收藏界的

人收藏。许多拍卖公司就是借

此来牟利的，一本几册书页的古

籍，本来就值几万，但经过自炒、

自拍、自买，再炒、再拍、再买，几

场拍卖下来，价格立码儿翻番，

引诱着那些见有利可图者趋之

若鹜，让本应清气十足的古籍善

本市场带上了铜臭的气息……

“炒家”们把古籍

善本通过资本权力据

为己有，等待它们的升

值而埋没了它们的知

识、历史、思想和文献

价值，让古籍善本完全

成 了 获 得 财 富 的 工

具。这种现象自然让

人想到林语堂在《我的

图书室》一文中的几句

话：“我知道阅读是一

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

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

堪 而 且 商 业 化 的 事

情。收集书籍也曾是

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

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

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

变。这些人藏着各个

作家的整套书籍，装潢

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

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

面前炫耀。但是当我

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

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

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

表明他们从来不去动

那些书籍。其中也没

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

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

然 掉 下 来 的 烟 灰，没

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

的 记 号，没 有 枫 树 的

叶子在书中夹着。而

所有的只是没有隔开

的连页。所 以 ，收 集

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

得俗陋了。”这不也正

说 的 是 如 今 这 种 古 籍 收 藏 染

上铜臭味的恶俗现象？

我们知道，珍贵的古籍是

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记

忆，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发

明和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古

籍的气息我们可以呼吸到，古

籍的因子充满了我们的血液，

在 精 神 上 我 们 都 是 它 的 受 益

者。坚持对古籍文化的传承、

学习、发展和创新，重要的是要

冲破功利的羁绊，金钱的桎梏，

让古籍珍贵的人文价值光耀我

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

把古籍当成商品拍卖、炒

作，作为牟利的工具，使之带上

市场的浊气，显然不是爱护和

保护它们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曾获深圳第二届网络大赛优

秀奖的打工文学作家于怀岸的长

篇小说《青年结》，近日由金城出

版社出版。在众多打工文学作品

中，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收获。

读着这本书，我不自觉地握

起了久已松软的拳头，并随着叙

事的紧张，这拳头越握越紧。我

感觉体内有一股异样的热力在升

起、汇聚乃至汹涌，那是我久已忘

记的血性。书中主人公赵大春来

自底层，但他绝不是时下流行的

所谓关怀类文学中的主人公，仅

仅用阳光外的底层生活满足无聊

大众的好奇、用别处更深的黑暗

掩盖眼前的苍白。在他对人生的

一次次选择中、与命运的一次次

对决中，重新阐释了我们这个时

代的良知、正义，重现了一个民族

留存必须具备的不自卑、不沉沦、

敢抗争的精神，也为新的文学世

纪带来一抹曙色。

巧妙的叙事结构是《青年结》

呈现出多重含义的重要原因。粗

读起来，作品好像沿用了复仇故

事的模式，沿着赵大春的命运这

一条主线往前拓展。可随着人物

命运的不断转变，其他人物对主

人公言行的不断映照、反衬、验

证，赵大春每一次行动都呈现出

超出他行为本身的深远含义。《青

年结》突破了传统主体与镜像单

一关系的叙事方式，将主人公置

于一座镜宫中，周围挂满了大大

小小的镜子，他们是主人公外面

的社会，也是他奋起反抗的人生

和无力改变的命运。

陈晓康是挂在赵大春面前最

大 的 一 面 镜 子 。 他 是 一 个 有 才

华、有思想的小说家，承担着赵大

春人生路上的知音、引导者、预言

者等多种角色。作者把陈晓康这

个有思想无行为的知识分子和赵

大春放在一起写是很有意味的。

陈晓康总在赵大春身上发现自己

过去的影子，他们都聪明、有才

华，一心想上大学，结果都因家境

贫寒失去了求学机会。他们对社

会都有同样清醒的认识，可对如

何解决社会问题上，他们却采用

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在与乡长王

有道、烟站站长王有德的矛盾中，

陈晓康处处隐忍、避让，一副清心

寡欲的“圣哲”嘴脸。他可以通过

小说《农家孩子》同情上不起学的

孩子，在纸上愤怒，却和村民一起

用高价买过期的烤烟专用肥。他

明知道官员们私分了大量本该属

于村里的烤烟返回金，却不愿和

村民们一起去找纪委下来调查的

领导理论。赵大春则拼了自己的

性命维护村民的正当权利。他第

一次去烟站卖烟叶，王有德不仅

压低烟价，而且把赵大春的烟踢

到水里，赵大春扑上去暴打王有

德，“一直到王乡长带着派出所两

名警察赶到烟站时，赵大春都是

骑在王站长身上的”，而周围的烟

民 们 都 大 声 叫 好 ，“ 都 说 打 得

好”。他看到某些恶霸官员只知

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当一任村官

剥村民一层皮，决意拿出自己在

南方打工拿到的钱竞选村长，代

表村里到县纪委告状，最终为村

里要来了被官员们私吞的钱，并

拿这笔钱带领村民打通“天眼”、

治理水患。

作者之所以可以通过赵大春

这个人物去寻找钱权社会中残存

的人性，重现真正的尊严、良知、

正义等美德，还在于作者总把赵

大春放在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路

口。在对人生的选择中，赵大春

的 许 多 行 为 又 是 一 面 耀 眼 的 镜

子，影响着他周围的人。赵大春

是个高考幸运儿，成绩足以上北

大 、清 华 ，是 全 县 状 元 、全 区 第

二。他的一些同学一顿饭钱就可

以供他交一年学费。特别是县纪

委 书 记 的 女 儿 肖 燕 燕 还 在 暗 恋

他。为了内心的骄傲，他宁可放

弃读书去南方打工。赵大春的同

学彭平、一个高考落榜生很佩服

这个总是自信满满、自尊自强的

同学，他利用在乡里工作的机会，

主动给赵大春当“密探”，把乡干

部们私分烤烟返回金的底全抖给

了赵大春。虽然最后他还是为了

保全自己出卖了朋友，但和赵大

春一起为村民争利益、和贪官们

斗智斗勇的这一段经历让彭平也

算像人一样活了一回。

赵大春在南方打工的时候，

连名字都改了，叫罗长林。他看

起来已经没有了读书时的雄心、

抱负，由老同学张小波介绍到鞋

厂当保安，一心只想着挣钱养母

亲、供读书的妹妹。一次偶然的

机 会 他 成 了 林 总 私 人 别 墅 的 保

安，一月 1200 元钱，工资比普通保

安多了一倍，成了大伙羡慕的对

象。可当他发现林总在别墅里糟

蹋不同的女人，不愿再给林总看

门了。当林总骂他是自己花钱养

的 狗 时 ，他 说 ：“ 我 不 是 你 家 的

狗。我是一个人，你他妈的林志

豪才不是人。”以后张小波的女友

也被林志豪带到了别墅，林满以

为张的生活全得仰仗自己，不会

为了一个女人跟自己动手，张却

想道：“大不了在顺达不干了，也

要像赵大春那样豪壮一次。”一拳

把林打出老远。

赵大春打架、掏刀子、杀人，

看 起 来 颇 有 传 统 文 学 的 侠 客 精

神，气壮如虹、快意恩仇，可他既

不是“君子死知己”的荆轲，也不

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

朱亥、侯嬴，鼓舞他去行动、去战

斗的力量是对家乡、对人民深情

的热爱。他喜欢艾特玛托夫小说

《白帆船》中的一首诗，诗中对宽

阔的河流、亲切的土地、深重的苦

难、自由的 意 志 发 出 深 沉 吟 唱。

只 有 为 自 由 付 出 过 巨 大 代 价 的

民 族 才 能 唱 出 这 样 动 情 的 歌 。

这 首 吉 尔 吉 斯 人 的 古 歌 也 是 一

首充满青春热情的战歌，这种在

苦难中唤出的对土地、对村庄的

爱 具 有 多 么 震 慑 人 心 的 力 量！

在这份爱的承担面前，赵大春成

为一名战士，一名守护家园的勇

士 。 这 种 超 出 一 己 私 利 的 神 圣

的爱的力量，让他的行为具有了

正义感，获得了新的道德力量。

当他叫罗长林，在富豪村当保安

时，他把找女儿的老农民放进别

墅，丢了一份挣钱的工作。为了

新 来 的 农 村 姑 娘 不 受 台 湾 技 术

员的欺辱，他毅然冲过去，“把老

色鬼踢翻在地，半晌爬不起来”，

他这么做，是把这些女人都看做

自己的姐妹。

《青 年 结》是 一 部 有 着 丰 富

思想内涵的小说，赵大春与王有

道等官员的斗争，是否也表现出

一 种 理 想 主 义 精 神 与 钱 权 社 会

的 势 不 两 立 ？ 赵 大 春 为 了 追 求

公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

碎 决 不 苟 且 的 行 为 是 否 折 射 出

古 往 今 来 志 士 仁 人 们 身 上 同 样

的 品 质 ？ 赵 大 春 在 王 有 道 面 前

表现出的智勇双全、决不妥协退

让的精神，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

种 敢于面对黑势力的猛士精神？

这样看来，赵大春最后饮弹自尽

并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是带

有壮烈的意味了。

把一粒粒文化珍珠串成闪光的珠链
——“澳门艺术丛书”首发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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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的 悖 论
——读诗集《出门》

马建辉

动 态

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奖揭晓

澳门很小，对许多人而言还很

陌生，这个中华文化与南欧文化兼

容并蓄的小城，以其独特的历史背

景和风土人情滋养着一个文化艺术

的宝库。尽管掩映在博彩业的光环

下，澳门的文化价值鲜为人知，但是

在9月2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

“澳门艺术丛书”摄影卷、雕塑卷、戏

曲卷首发式上，记者却听到了与会

的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澳

门文化的诸多赞叹。

他们说：“澳门回归祖国十年

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实施，澳

门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各项文化

艺术事业蓬勃发展，同祖国内地

的联系和合作日益加深，对外交

往愈加活跃，国际影响力不断扩

大 ，取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成

就。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

背景，使得澳门文化呈现出悠远、

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根基和以葡

萄牙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共存

的面貌，即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

基础，兼具西方多元色彩的共融

文化。”

澳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本身就像一座立体的鲜活的天然

博物馆。包括澳门的戏剧、舞蹈、

音乐、美术、建筑、戏曲、雕塑、摄

影在内的“澳门艺术丛书”于今年

全部出齐，将这些零散的闪光的

文化珍珠，串成了一条闪闪发光

的珠链……

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茜

致辞表示，因为内地人去的机会

不 是 很 多 ，澳 门 总 有 一 种 神 秘

感。“澳门艺术丛书”是一个很好

的很有价值的创意。学者们参与

这本书的过程，从艺术角度审视

这片土地，其实也是他们加深对

澳门文化了解的机会。澳门文化

有自己的特色，非常有魅力。

据介绍，为了庆祝澳门回归

十周年，充分展示澳门文化艺术

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

中的重要地位，系统梳理和深入

探寻澳门独特文化现象的内涵，

2008 年 由 澳 门 基 金 会 和 澳 门 特

区驻京办倡议，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澳门艺

术丛书”：《澳门摄影》、《澳门雕

塑》、《澳 门 戏 曲》，这 是 在 2005

年 为 庆 祝 澳 门 回 归 五 周 年 已 经

出 版、并 获 得 好 评 的“ 澳 门 艺 术

丛 书 ”：《澳 门 戏 剧》、《澳 门 舞

蹈》、《澳门音乐》、《澳门美术》、

《澳 门 建 筑》五 卷 本 的 基 础 上 出

版 的 。 这 八 卷 丛 书 的 出 版 揭 示

了 澳 门 文 化 艺 术 的 个 性 特 征 和

独 特 内 涵，为 认 识、理 解 和 研 究

澳门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她表示，丛书的工作仅仅是

开始，今后要充分发挥中国艺术

研 究 院 雄 厚 的 智 力 资 源 和 人 才

优 势，继续支持和帮助澳门文化

发展与繁荣。

《澳门摄影》的作者李树峰在

首 发 式 上 说：“ 澳 门 摄 影 自 成 体

系，有 独 立 品 格，令 人 吃 惊 和 敬

佩。它们对历史记忆的贡献是独

特的。其中既有深厚的感情，又

凝聚着深厚的本土文化，有着独

特的对历史深度的理解和认识。”

《澳门雕塑》的作者屈峰则认为：

“澳门虽然很小，但文化样式很丰

富，就像一个历史的浓缩版。在

那里，文化融合、变迁，滋生着新

的力量。”《澳门戏曲》的作者张静

感慨地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仿

佛是开启了一扇新的门，看到一

个新的丰富的艺术世界。澳门，

就是一本做不完的大书。”

二

“澳门艺术丛书”各卷的作者

除澳门特区驻京办的穆欣欣博士

外，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有专

长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充分占有

资料的基础上，力求以深入的研

究作出新颖独特的概括。可是，

为什么介绍澳门文化，不用澳门

本土的作者，却特意选择内地的

专家学者？对这一疑问，专程来

参加丛书首发式的澳门基金会行

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说：“有关澳

门艺术方面的书籍，过去由澳门

人写作和出版过一些。不识澳门

真面目，只缘身在澳门中。这次

请非澳门居民来写作，主要是想

借助他者的目光，从内地人的角

度来看澳门文化，可能看得更清

楚、更深刻，也更适合内地读者的

审美风格。”

五年前，在丛书前五卷首发式

上，当时作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

会委员的吴志良就曾说过：“澳门从

明代中叶以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

流的一座桥梁，是中国认识世界、世

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在中国

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

角色。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澳门了

解并不多。这套丛书对澳门文化艺

术各个方面、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从

理论和史料上进行了全面、系统、客

观的梳理，视角独特，写法新颖，图

文并茂，装帧精致……我们深信，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这次合作的基

础上，会更加关注澳门，更深入研

究澳门，有更多的成果问世。我

们也期望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

澳门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兴趣，

参与澳门的文化研究。这是对澳

门特区施政的支援。”而今，手捧

新出的三卷丛书，他说：“无论装

帧 还 是 内 容 ，都 比 前 几 卷 更 好

了。”

文化部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

侯湘华对“澳门艺术丛书”的出版发

行表示热烈祝贺。她说，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完成从搜集数据到丛书

出版的全部工作，这样的速度和

精神，值得钦佩和感谢。她表示：

“澳门文化有很多值得探索关注

的地方，很有特点。澳门特区政

府 很 重 视 文 化 和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澳门基金会对文化的传承作

了大量的工作，希望今后两地加

强交流合作，为澳门文化事业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成绩。”

三

“抱负：立足澳门，放眼世界，

献身文化建设，服务广大市民。

使命：传承优秀文化，保护文

化遗产，推广艺术教育，提升人文

精神。

信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正

面引领，坚持文化发展的本土化、

区域化和国际化方向。”

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

化局网站就会看到以上这样几行

字。为了提升澳门国际文化都市

的形象，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

非常重视对澳门文化的保护和发

展，每年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资都

稳定增长，所有重大文化活动的开

支也都来自政府的预算，丰富的文

化生活极大带动了澳门社会、文化

和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出版社副

社长侯样祥说：“通过编辑这套‘澳

门艺术丛书’，我们对澳门文化艺术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澳门历史城区

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见证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他认为，

澳门是一块文化的风水宝地，值

得深入开掘。

据介绍，实际上中西文化最

早的交流很多都是从澳门起步，

如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西式大

学、西 式 报 纸 等，都 是 在 澳 门 诞

生，中国最早一批传统典籍也是

通过澳门传到西方。在穆欣欣等

执笔的《澳门戏剧》中有这样一个

例子：按中国话剧史记载，话剧传入

中国是以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在

东京演话剧《茶花女》为开端。而据

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录，圣保

禄学生 1596 年就开始表演有音乐

伴奏、伴唱的话剧，中文对白，吸

引全城老百姓 来 看 。 由 此 可 以

断定，澳门是最早接触西方戏剧

的地方。

“说澳门是文化沙漠绝对是

一 种 误 解 。 那 片 神 秘 的 土 地 宁

静、宜居、美丽，是一个文化的宝

库。”侯样祥说。

军旅诗人陈染君最近出版的

一部诗集名叫《出门》。《出门》，怎

么理解呢？是指一个农家孩子长

大后离开家园吗？这可能是比较

明显的一层涵义。我感觉它的意

义更重要的是在另外的一层。诗

集里有一首诗叫做《离开自己》：“谁

都有这感觉，城里住久了，就好像

钢筋水泥，已经灌进骨头缝里，于

是有一个下午，你正好坐车外出，

车子很快道路笔直，天蓝得没底，

撞碎的风景来不及收拾，于是你

就想，就这样一直开下去，哪怕一

小会儿，只要能离开自己。”这首诗

让我重新理解了“出门”，“出门”是

离开“城”里的自己，离开钢筋水泥

灌进骨头缝里所造成的自己的

“沉重的肉身”，去记忆中的家乡

寻找自己灵魂的安栖之所。

诗人信笔写来的染铺塆那些

细 节 ，都 朴 素 得 像 是 自 然 的 生

态。《对一股风的记忆》、《大队果

园》、《正午的竹瓦中学》、《哑巴堂

兄》、《驼子木匠》、《榨油坊》、《爆

米花》……或许正是这些自然的

生态，才适宜诗人的灵魂在此小

憩。读诗人的诗，你不用费力，也

不要去想什么深厚的意涵，只体

味那份纯净的天然就好了。比如

《生产队的钟》：“原先是手扶拖拉

机，跑丢的一个轮毂，自从挂到生

产 队 的 最 高 处 ， 就 改 名 叫 了

钟。很有穿透力，不管忙闲还是寒

暑，只要它一响，全塆人风雨无

阻。后来，田地到了户，就再也没

人敲了。即使有人敲，也没人听。”

作者把这些无雕饰的细节称作“为

一个塆采集的标本”，这何尝不是

为自己的精神在采集可供记忆的

家乡风物标本呢？诗人曾从这样

的叫做“塆”的门里走出，走进一个

叫做“城”的门，如今，他又要在记忆

或怀念中从那 叫 做“ 城”的 门 出

走，走进这叫做“塆”的门。

诗人的表弟进入“城”的门来

打工了，诗人写道：“你呼我大概

一年了吧，我死活没回电话，我

怕你找到我们单位，女同事看见

了很不卫生。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清晨，我匆匆路过报刊亭，几个

民工蹲在地上抽烟，还有一个趴

在玻璃上往里看。我一眼认出了

你的背影，你在找我写的诗。表

弟，在这座城市，我们之间还是有

距离。”虽然表弟进“城”了，但在诗

里，他还是“塆”的象征，他还是那么

喜欢看到表哥的诗，或许他并不想

看诗，甚至看不懂那诗，而只是想

看到表哥的名字就心满意足了。

这朴素的亲情，却被表哥在城里染

上的虚荣心拒之门外了，他长时间

不愿让表弟去单位找他。这里隐

喻了“城”的门和“塆”的门的隔阂以

及二者之间沟通的艰难。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蔡玉高）

民国时期，最早的南京市政府设

在哪里？历任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是谁？城市如何建设……这些问

题的答案都能在将要重新结集出

版的《民国南京市政公报》中找到

答案。

由 南 京 市 委 宣 传 部 牵 头 组

织，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金陵全

书》将是南京历史文献的一次空

前 汇 编 ，堪 称 南 京 的“ 文 化 家

谱”。《民国南京市政公报》则是

《金陵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 介 绍，《民 国 南 京 市 政 公

报》计划编辑出版 36 本，今年出版

10 本，3 年内出齐。公报将 1927

年至 1949 年间几乎所有的国民

政府及南京市政府的活动贺词、

领 导 人 演 讲 稿 、宣 言 、通 电 、命

令 、呈 文 、咨 文 、公 函 、布 告 、批

示、聘书、市政消息、报告、大事

记等都一一记录；特别是忠实记

录 了 这 22 年 间 南 京 在 财 政 、税

收 、物 价 、慈 善 、教 育 、卫 生 、市

政规划和建设、公共交通、社会治

安等方面的情况。

南京将出版《民国南京市政公报》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周润

健）著名作家冯骥才新作《乡土精

神》全国首发式于 10 月 3 日下午

在天津举行，该书共计 10 万字，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

《乡土精神》以一种融散文、随

笔、思想批评、文化研究为一体的笔

法，记录了冯骥才在田野考察时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由于对民间

文化满怀激情与厚爱，该书行文充

满了使命感和危机感，而随处流

泻的或警策智慧或深情美妙的语

句，则显现着冯骥才置身民间文

化大地深处所获得的丰厚感悟。

本报讯 （记者王晋军）“天

地人缘”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

诗歌奖日前揭晓，颁奖典礼在青

海贵德七彩峰丛国家地质公园举

行。吉狄马加、晓雪、阿尔丁夫·
翼人、舒洁、木斧、阿尔泰、列美平

措、南永前、娜夜、何小竹等诗人

获奖。屠岸、周贤安、喇海青、韩

作荣、吴泰昌、王必胜、叶延滨、张

清 华 、敬 文 东 等 为 获 奖 诗 人 颁

奖。颁奖词对十位获奖诗人的作

品给以高度评价。

该活动旨在集中展现不同民

族的内在文化特质和精神向度，

以及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趣和生命

认知，代表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

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获得“中

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的

诗人作品合集《中国当代十家民

族诗人诗选》已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 ，并 在 颁 奖 当 日 举 行 了 首 发

式。获奖诗人都是在中国当代诗

坛或在本民族中有重要影响和代

表性的诗人。

作家冯骥才推出新作《乡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