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 日下午，“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
座进基层” 暨 2024 绵阳作家协会迎春年会在
绵阳举行。绵阳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各区县作协
主席及重点作家代表 70 余人参加会议。 省作
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省作协社联处处长
杨军，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温芬，绵阳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陈晓霖等领导出席会议。
绵阳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冯小涓代表主席团

对 2023 年的主要工作和重点工作做了回顾。
2023 年，绵阳一批著名作家获评四川省文

学成就奖，受到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协表彰：
周玉清、赖松廷、邹开歧获评四川省从艺 70 年

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 吴因易获评四川省杰出
作家；贺小晴获评四川省突出贡献作家。

张渌波、温芬、陈晓霖等领导上台讲话，肯
定了绵阳市作协 2023 年的工作成绩， 对 2024
年的工作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陈霁发表了迎
春祝词，为大家送上了新春祝福。 （绵阳作协）

近日，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表彰四
川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暨全省
学雷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川宣发[2024]1 号）。 省
作协创联部获“四川省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 四川
文学杂志社社长罗伟章， 巴金
文学院一级文创干海兵， 当代
文坛杂志社一级艺术研究、副
编审刘小波三人获“四川省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个人” 。

（卓讯）

洛带镇入驻荣誉村民，阿来、梁平书院揭牌
日前，阿来、梁平书院入驻揭牌仪式在成

都市龙泉驿区的洛带古镇举行。 中国作协副
主席、 省作协主席阿来，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副主任、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成都市文
联名誉主席梁平正式成为洛带镇岐山村荣誉
村民。

洛带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此次，茅盾
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和十月文学奖、
北京文学奖、郭沫若诗歌奖、屈原诗歌奖获得者
梁平的入驻， 不仅是对古镇文化底蕴的一次重

大提升， 也是推动地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关
键举措。

入驻揭牌仪式上，洛带镇岐山村相关负责
人向阿来、 梁平颁发了岐山村荣誉村民证书，
并交接了书院钥匙，阿来、梁平和龙泉驿区及
洛带镇领导共同揭开了书院的牌匾。

著名作家、诗人的入驻将吸引更多艺术资
源和文化名人在洛带集聚，并成为洛带古镇文
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为洛带打造特色文化旅
游品牌注入新动力。 （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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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典籍里的成都》 新书发布会在阿来书房举行，本
次活动由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阿来书房、
书香力扬承办。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阿来等为《典籍
里的成都》一书揭幕。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马海军
介绍，《典籍里的成都》撷取了《史记》《华阳国志》《资治通
鉴》等典籍中关于成都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经济发展、风土
民情等内容的 30 处记载，让广大读者在领略典籍独特魅力的
同时，能够准确把握成都相关领域的积淀与传承。

《典籍里的成都》学术顾问蒋蓝表示，《典籍里的成都》
所选择的 30 个点位， 展示了成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人文，
并且“将成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华丽转身都呈现在读者面
前。 ”

阿来认为，以典籍之“微” 展示成都之“著” ，是非常有意
义的一次探索，“回到典籍等扎实可信的文字资料是研究历
史的正确门径，立足典籍方能建立对成都历史、四川历史的正
确认识。 ”

现场，阿来以成都历史上的著名湖泊摩诃池为引，以成都
历史人物为门径，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历史人文之旅。

（肖珊珊）

２月 18 日上午，省作协召开机关处室负责
人工作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阿来
出席会议，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李铁，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
二级巡视员罗勇以及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
主持。

会议传达了中国作协和省委有关领导对四
川作协 2023 年取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的重要
批示，并对近期工作提出要求。

机关各处室负责人汇报了 2024 年重点工
作准备情况。侯志明结合工作汇报，对近期主席
团会和全委会筹备、中国作协会员申报、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申报、 作家定点深入
生活项目申报、 南亚国际文学交流中心工作等
进行了统筹安排。

侯志明在会上指出， 省作协全体干部职工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 遵照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和省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郑莉指示批示精神， 勇担使

命，在出精品、育人才、塑品牌上持续用力，突出
抓好长篇小说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等工作，不
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

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 为繁荣四川文学作出新
的贡献。

（梁曌）

全球华语 IP 榜单发布，爱潜水的乌贼获“年度杰出作家”
2 月 5 日，以“东方奇遇夜” 为主题的阅

文全球华语 IP 盛典开播，全球华语 IP 榜单正
式发布，向好作家好作品好演员致敬。 其中，
四川三位网络作家榜上有名： 爱潜水的乌贼

获“年度杰出作家” ，千山茶客《灯花笑》，时
镜《剑阁闻铃》获“年度影响力作品” 。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著名网络作家爱潜
水的乌贼（本名袁野）是“年度杰出作家” 唯

一获得者，他创作的多部作品，多次打破起点
读书站内纪录，并在 2023 年获得“天马文学
奖” 等在内的各大文学类奖项。

（卓讯）

2 月 24 日下午，阿来“唐宋诗中
的巴蜀与成都” 系列讲座之“岑参成
都诗” ，在阿来书房迎来第四讲。 阿来
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 在讲解
诗作本身艺术特色的同时， 重点讲述
了诗中涉及的成都城市文史掌故和人
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机石、支
矶石街、天涯石、张仪楼、升仙桥、 万里
桥、石犀等等。

唐人岑参在成都到处参观名胜古
迹，其中一处是传说西汉文人、学者严
君平曾卖卜的地方。 如今在成都有一
条君平街，就是以严君平之名命名。 严
君平曾是少年扬雄的老师。 岑参把这
次访古写成 《严君平卜肆》：“君平曾
卖卜，卜肆荒已久。 至今杖头钱，时时
地上有。 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

成都西门城墙有一个楼， 叫张仪
楼。 这座楼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参来到
成都参观之，写下《张仪楼》：“传是秦
时楼，巍巍至今在。 楼南两江水，千古
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张
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 曾以连横之术
游说诸国，入秦后因功为相，张仪曾代
表秦朝， 领着秦朝的大军来征服古蜀
国。 所以在成都有张仪楼。

在讲述这首诗的时候， 阿来谈到
成都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元和郡县
图志》中记载，张仪筑成都城时，土墙
筑好又倒了，有大龟爬出一个轮廓，当
时的人迷信，就照着修，因此，成都曾
被称做龟城。 后来又有 “蓉城”“锦
城” 之称。 张仪将城墙修起来了，城西
南百有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长顺街、
通惠门那一带，叫张仪楼。 至少唐代还
有张仪楼，以后慢慢没有了。

岑参在参观 “升仙桥” 时， 写下
“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 及乘驷马
车，却从桥上归。 名共东流水，滔滔无
尽期” 。 阿来表示，这首诗里的“驷马
车” 跟今天成都的地名驷马桥有关联。
岑参还去了“万里桥” ，写下“成都与
维扬，相去万余里。 沧江东流急，帆去
如鸟翅。 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 ”

在成都的文史上， 跟李冰治水相
关的石犀经常被提及， 杜甫就曾写过
《石犀行》。 阿来说，李冰治水成功更

重要的是讲科学。 把这个石头放在水
里，相当于一个水文标志，有助于知道
淹没到哪种程度需要加高堤坝。 岑参
对李冰的评价很高，在《石犀》中写
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
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
亦不如。 ”

如今，人们提到岑参，总爱用“边
塞诗人” 来概括描述，但其实边塞诗并
不是岑参的全部， 他一直探索新的表
达方法，而且诗歌的样式、风格跟时代
精神密切相关， 这条规律在岑参身上
有鲜明的体现。

阿来认为， 岑参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最漂亮的诗是歌行体，不是在四川
写的，而是在西域写的，比如我们讲过
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如此豪
迈。 一到四川， 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
化，他开始有意追求简朴、古朴、质朴
的风格， 跟此前在西域写的歌行体诗
形成鲜明的对照。 诗人在不同的地方，
根据所表现的不同题材， 要追求表现
出不同的风格。 在写成都这一系列访
古题材诗时，岑参是真正的诗人，会根
据自己的心境，国家的形势，更重要的
是他所要描写的题材， 他要找到一种
最切合的方式。 岑参这个淡泊的写法
一路发展下去， 中唐以后很多人发扬
这种风格，似乎比他写得更好，比如孟
郊、贾岛。 ”

从艺术本身需要探索开拓的角度
讲述之后， 阿来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
景、时代精神开始分析，“一个诗人是
多面的，心境也是多面的。岑参写这些
诗的时候， 他的心境跟他所处的时代
很吻合。安史之乱以前，他在西域纵横
驰骋，意气风发。 安史之乱爆发后，国
家力量在衰落，他的心境发生变化，从
豪迈变得悲凉。时代雄强时，倾诉欲望
强烈，浓墨重彩，西域诗就是这样的。
但当大唐夕阳残照，盛唐过去之后，纵
马天山南北的情形不可能再有， 生命
也随着时间衰落。早年他的边塞诗，尤
其他的歌行体的张扬、豪强、奇绝、浪
漫、 英雄， 转变成了简古和欲言又
止。 ”

（张杰）

边塞诗人从西域入蜀为何文风大变？
阿来元宵节细讲“岑参成都诗”

“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 走进绵阳

阿来为新书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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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
选征集工作即日开始，我会作为推荐单位，现面
向全省征集参评作品和译者。 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第十三届骏马奖设长篇小说奖、中短篇
小说奖(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奖(含纪实文学、传
记文学)、诗歌奖(含散文诗)、散文奖(含杂文)、翻
译奖。 其中，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
学奖、诗歌奖和散文奖为作品奖，翻译奖为个人
奖。

二、征集条件
1、第十三届骏马奖参评作品须为少数民族

作者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文字创
作、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符合评选体例
要求的作品。须具有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出
版时间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 作品奖须以成书形式参评。 结集作品
中，出版年月前四年内创作的作品须占全书字

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若书中未予标识，须由作
者提供相应的书面说明并由推荐单位出具证
明。不接受多人合集、个人多体裁合集参评。多
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 少数民族文字作品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译本的须同时提供译本。

3、参评翻译奖的译者，不限民族，须于评
选年限内出版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
族文字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三、征集办法及时间
各市（州）、产业作协以省作协团体会员

单位名义集中向省作协创研室报送推荐选题；
省直系统作者申报的选题由省作协省直分会
集中向省作协创研室报送推荐选题；非团体会
员单位作者直接向省作协创研室申报。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列出推荐参评作品和
译者名单，填写《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参评推荐表》，并加盖公章。《推荐表》
在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下
载。

参评作品每部须寄送样书 10册， 少数民族
文字作品如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译本的，同时寄
送译本 2册。翻译奖参评者须寄送评选年限内出
版的译本和原作样书各 5册。上述作品均应同时
提供完整的Word格式或 PDF格式电子文本。

纸质公函、《推荐表》和样书以快递方式寄
送省作协创研室。 请在快件外部标明 “骏马
奖” 参评作品及“长篇小说”“诗歌”“翻译”
类别等字样。

电子版公函、《推荐表》及作品电子文本发
送至电子邮箱 117543179@qq.com；

纸质申报材料寄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
究室(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85 号)。

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0376376。
征集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15 日， 以快

件发出日期为准。

四川省作家协会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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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召开机关处室负责人工作会议
精心谋划开新局 提振精神启新篇

四川省作家协会办公室关于征集推荐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