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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获奖作者名单

（一）成就奖

张承志

（二）作品奖

彭 程 《家住百万庄》
阿 来 《水杉，一种树的故事》
王剑冰 《塬上》
（三）新锐奖

朝颜 田鑫 安宁

（一）成就奖

汤养宗

（二）作品奖

江 非 《仙鹤》
叶丽隽 《松塔》
剑 男 《孤独的湖水》
（三）新锐奖

江汀 年微漾 缎轻轻

（一）成就奖

张 炯
（二）作品奖

南 帆 《现实主义、理想与历史逻辑》
孟繁华 《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本土叙事与中国文学的经验形式》
贺绍俊 《新中国70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
（三）新锐奖

张定浩 李壮 何同彬

获奖作品点评

（一）成就奖

王 蒙

（二）作品奖

叶兆言 长篇小说《刻骨铭心》
葛水平 中篇小说《德吉梅朵》
范小青 短篇小说《邀请函》
（三）新锐奖

付秀莹 刘汀 渡澜

小说类

成就奖：王蒙
人物介绍：王蒙，1934年生，河北省

南皮县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曾任
《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主任等职。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
岁》等十部，小说集二十余部，2014年出版
《王蒙文集》四十五卷。作品被译为二十余
种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获奖作品：《刻骨铭心》
作者：叶兆言
评委点评：《刻骨铭心》是一部群像

小说，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为背
景，展现了军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历史
时刻，各路人物在这里经历了刻骨铭心

的人生。这部小说有较强的历史色彩
和家国情怀，更写出了人的生活、情感、
命运，描画出大时代背景下的悲喜人
生。这部小说既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收
获，也是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

获奖作品：《德吉梅朵》
作者：葛水平
评委点评：主人公藏族姑娘德吉梅

朵热爱读书，但由于家庭不幸，早早辍学
踏入了社会，受到一对汉族夫妻的热心
帮助，学习了汉语，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
会。曾经的伤痛使德吉梅朵分外抗拒新
的感情，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次仁德杰的
真心。小说通过书写德吉梅朵的人生，
真诚表达并呼唤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性的

善良与自尊，在呈现地域文化特色的同
时呈示出各民族团结的气象。

获奖作品：《邀请函》
作者：范小青
评委点评：一张来自“也许”的邀请函

将老实人马尚折磨得够呛。“吉祥之夜”活
动上，突然出现的前老大与不动声色的现
老大之间暗流涌动的较劲，是当下社会荒
诞而现实的写照；前老大现老大分别就邀
请函做出的不同解释，更让马尚迷惑不知
真相为何。小说体现了范小青作品中一贯
的反讽精神和黑色幽默，以及她对眼花缭
乱现实图景的清醒认识，对人性百转千折
幽微心理的细腻感知。在看似玄虚的游戏
中，范小青始终坚持着对本真的追求。

散文类
成就奖：张承志
人物介绍：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最具影

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以宽阔的视域、深
邃的思想、高远的意境、博大的情怀、强悍
的精神、鲜明的个性、刚劲的文风、雄健的
语言、广博的学识、瑰丽的想象、奇崛的文
笔、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蕴，在中国文坛
独树一帜，给读者以强大的心灵冲击力，具
有独特且重要的文化价值——小说如此，
散文亦然。

获奖作品：《家住百万庄》
作者：彭程
评委点评：把一个生活空间作为叙

述的主角，怎么写？作者给出了精彩的
答案。生老病死，欢喜悲辛，细琐而真实
的生活，邻里间的命运故事赋予这个空

间以生命的气息和痕迹。作者以极有镜
头感的语言刻下了岁月的光影，留下了
浓浓的时代情绪。亲历与俯瞰的视角水
乳交融，第一视角没有成为叙述的局限，
其见证者、亲历者的生命体验将外部知
识充分化开，用文字造就了一个敞开的、
可以重复进入的时空情境，保存了岁月、
记忆和情感。

获奖作品：《水杉，一种树的故事》
作者：阿来
评委点评：著名作家阿来一直致力

于自然文学创作，散文《水杉，一种树的
故事》就是其中的一篇佳作。作品针脚
绵密，描写细腻，叙述舒缓，梳理了水杉
的前世与今生，勾联了历史与现实，表现
了对于自然与人生的关注与思考，透露

出诗意而透彻的文学内质，显示出高远
而宽广的历史眼光。阿来寻找水杉，也
在寻找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重新觉醒、
重新发现世界的故事。

获奖作品：《塬上》
作者：王剑冰
评委点评：王剑冰散文《塬上》仿佛是

一幅新时代的桃源图，它清幽、闲散、静
谧、丰厚，又不乏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时
代感和正能量。其间，有陕州独特的地理
风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样的人文
景观，也有活动着的当下的人、事、物，更
有发自灵魂深处的同情之理解和悲悯情
怀。作者基于深厚的文学文化功底，用思
想智慧穿透笼罩于陕州的云烟，发现其金
质灵光，轻拢慢捻抹复挑着读者的心弦。

诗歌类

成就奖：汤养宗
人物介绍：汤养宗，福建霞浦人，福建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去人
间》《制秤者说》等七种。曾获得鲁迅文
学奖、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人民文学
奖、《诗刊》年度诗歌奖等。其诗歌在反
复冲击语言表达边界的同时，也表现出
强烈的对话性，通过个体生命在诗歌语
言中的敞开，不断开掘精神世界，探寻真
正的诗性。

获奖作品：《仙鹤》
作者：江非

评委点评：江非的组诗《仙鹤》注重
对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展现，以絮语
式的自我言说，重新建构词与物之间的
关系，虽则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却有着
突出的历史感。无论是在精神厚度的开
掘还是在诗歌技艺的探索上，都体现出
高度的自觉意识。

获奖作品：《松塔》
作者：叶丽隽
评委点评：叶丽隽的组诗《松塔》语

言平易，情感丰沛，善于从日常生活出
发，呈现俗常事物背后的诗性空间，在自

我精神世界的深入开掘当中，思考个体
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诗思
隽永，耐人寻味。

获奖作品：《孤独的湖水》
作者：剑男
评委点评：剑男的组诗《孤独的湖

水》质朴、内敛，有着丰富的日常生活细
节，在及物性的诗歌写作当中，始终坚
持存在之思，借由平凡的事物，重新勘
问个体的精神世界，在物与我、个体与
世界的定位当中，不断建构有效的诗歌
表达。

文学评论类

成就奖：张炯
人物介绍：张炯，福建福安人，毕业于

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新时期文学
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文学透视
学》等专著和评论集近三十种，主编有《新
中国文学史》三卷、《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
及其他著作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
图书奖、中国社科院最佳研究成果奖和英
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二十世纪成就奖》。
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名誉副主席。

获奖作品：《现实主义、理想与历史
逻辑》

作者：南帆
评委点评：南帆的《现实主义、理想

与历史逻辑》对文学的现实主义这一论
题进行理论探析，并结合当下现实，提出
了新的看法。文章提出，“现实主义必须
包含积极的探索，理想的表述、历史逻辑

以及历史预言均是探索的主题。作家的
目光必须超越经验的拘囿，力图提出深
刻的历史展望。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作
家说来，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间才能满足
他们的艺术雄心”。既有历史的视野、理
论的深度，更有对文学作品与生活现实
的敏锐发现。

获奖作品：《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
新乡土文学：本土叙事与中国文学的经
验形式》

作者：孟繁华
评委点评：孟繁华的《新中国70年农

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本土叙事与中国文
学的经验形式》一文以新中国70年以来，
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变为
观察对象，既梳理了农村题材、新乡土文
学的发展过程及几次转折，更指出其变
化背后所指向的时代背景与精神、情感
立场。恰如其中提出的，“对乡村中国文
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而
且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

又有合法性。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角度
看，最能够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成就的，同
样是农村题材和新乡土文学”。

获奖作品：《新中国70年的革命历史
和革命战争小说：当代文学的“洪钟大
吕”》

作者：贺绍俊
评委点评：贺绍俊的《新中国 70 年

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当代文学
的“洪钟大吕”》，在新中国 70 年的宏大
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小说和革
命战争小说，在主题、艺术、精神追求等
方面肯定了其重要价值。文章认为，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新中
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起有落，但它始
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如果说
当代文学70年是一曲恢弘的交响乐，革
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就是其中的‘洪
钟大吕’”。这一论点，对于当下的文学
写作与新中国文学史的建构都具有启示
意义。

制图制图//张渝婧张渝婧

冬日的常德，阳光清淡，一场文学盛会为这座美丽的滨湖城市带来温暖的气息。
因为一个人，因为她的文学成就与人格力量，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所留下的印记，于今天的我们，仍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今天，在她的家乡，她的读者、追随者、敬仰者从全国各地而来，以文学之名聚集，以信仰之名坚守。

汤养宗
作为后来者，我能

获得丁玲文学奖诗歌成

就奖感到非常光荣，今

后将以自己更加勤奋的

创作回报时代、回报社

会，并以此向文学大师

丁玲致敬！

王蒙
在20世纪中国人民大革命中，人

们不会忘记著名的女革命家丁玲、著

名的大作家丁玲。我本人对丁玲和她

所出生的湖南常德也充满了崇敬之

情。把“丁玲文学奖”授予我，我深感

荣幸，也愿意继承丁玲的遗志，把自己

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业做得更好。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宣布获奖作者名单。
本报记者 陈欢 摄

散文类成就奖获得者张承志发表
获奖感言。 本报记者 陈欢 摄

小说类 散文类 诗歌类 文学评论类

与会嘉宾在丁玲故居合影。 本报记者 徐志雄 摄

获奖作家阿来在座谈会上发言。本报记者 熊芳 摄

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寄语湖南作家。
本报通讯员 田峰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