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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一容好多年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
在宁夏西海固的作家中，我对了一容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期

待。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没读完的孩子，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和
一本海明威的小说，敢于走出沙沟，闯荡于西南西北城市乡村沙
漠戈壁，打工要饭，四处流浪，不昔与乞丐、小偷、骗子为伍。其人
生经历、胆识使我想到俄罗斯的高尔基和中国的沈从文，对于作
家来说，这是巨大的财富和可贵的资源，是任何读书、看报所取代
不了的。了一容是一条有血性有追求有图谋的汉子，当他感到可
以圆他的文学梦，可以实践他的文学情结的时候，他就回到西吉
老家，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文学之旅。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到
1999年《绝境》问世，他很快就完成了从探索到成熟的创作蜕变，
在一批业余作者中凸显出出类拔萃的优势和潜能，进入了专业文
学者的行列。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门槛并不高，不需要大学中文系本
科文凭或硕士、博士头衔，只要你摸着它的窍门就成。也就是说，
文学创作是有规律可寻的，没那么玄奥和神秘。上世纪 80 年代
初，我到延边延吉去开一个座谈会，在软卧车厢里，有幸邂逅丁
玲、陈明一行人，刚好和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教授住一起，他睡下
铺，我睡上铺。蒋先生为人随和，非常健谈。下车前，我跟他说，希
望他能写点关于鲁迅是如何刻苦学习文学创作的。因为我相信，
鲁迅不是天生就会写小说、搞文学的，他一定有一个学习、操练的
过程，一定也读过某些作家的作品，练过笔、投过稿、退过稿、改过
稿，不会像我们所宣传的那样，有个好思想就能写出好作品，就能
成为好作家。我知道，鲁迅其实是“仙台医科专科学校”的肆业生，

自他母亲去世后重返日本就再没学医而是转向了文学。
文学需要悟性。
了一容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聪颖过人，有很好的悟性。最近他出版了一本中短

篇小说集《红山羊》，在后记中他写道：“我们人类还有许多的缺陷和不完善，包括我
自己的肉体因无法超脱尘俗中的一切平庸而倍感痛苦和纠结……我只能通过写作
来慢慢完善自己……小说中想象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在现实中都有发生。”沈从文
在谈到如何写小说时也反复强调：“要贴着人物写。‘要’写人、写事、写心。”作家的天
职是净化人的灵魂，承载鲜活的历史，给人生以警示和启迪。

《红山羊》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9篇小说，颇具代表性。在这些作品中，大凡以
童年视角写作的作品往往都写得比较成功。《红山羊》是通过一个7岁男孩的所见
所闻所感来完成的。对了一容的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
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极普通的“抓羊绒”的生产过程，但却挖掘出了深
意。其中写到，你抓我抓大家反反复复地抓，把一只白山羊抓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变成了红山羊，看得人自己厌恶自己：为了钱，人咋这么歹毒、这么残忍、这么贪婪？

在以往的小说中，了一容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社会底层的不幸者、苦命人；一群
被侮辱、被歧视、被压迫的边缘人物，被遗忘了的猥琐人物，但他们往往在困境、绝
境中，在灵魂深处，有那么一点人性的东西、闪光的东西，让人类社会还存在某种温
暖与光明。比如《命途》中的撒拉老汉与东乡少年结伴而行，当伊斯哈儿趴下喝水
时，“老头儿手里突然举起一块狰狞的石头，对准了年轻人的后脑门”。但最终没有
砸下去，而是把石头藏在身后“撇”了，避免了一场图财害命的惨案。比如《挂在月光
中的铜汤瓶》中，老奶奶对自己的残疾儿子不离不弃、乞讨度日，非要送走儿子，她
自己才离开这个世界。了一容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毫不掩饰他的爱
恨情仇。他绝不是编个故事、布置个场景，想当然地造个细节敷衍成篇，耍手笔、玩
技巧之流，他的每一篇都要呕心沥血地投入情感。我觉得这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

从沙沟走出来的了一容，这么多年来应该说是在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不断地在文学的旅程上艰苦地攀爬。《红山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老实说，对西
海固所有作家的点滴的进步和成就，我都由衷地感到欣慰。这么说，也许是我很不
自量力。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半个宁夏人，我想我是有资格的。我羡慕他
们，我嫉妒他们，同时我也不满意他们！我觉得他们完全有条件创作出不朽的经典
之作，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一直是小打小闹，做小买卖搞小本生意，像传统的农民，
春种秋收，自我满足，饿不死也撑不着，这大大地局限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有生活、
有技巧、有视野、有审美能力、有语言文学功力，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少野心，缺少
雄心壮志，缺少经典写作意识。我希望有生之年见到他们爆炸原子弹，见到他们震
动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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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杨炼曾用两个“他者”概括了当代中国诗歌
所面对的两个检验体系：“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
作”，“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他提出：“全球化语
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
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这
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杨炼所说的“中文”，准确地说，应
该是“汉语”，并未包括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诗
歌。虽然杨炼曾自豪地宣布，他身上有蒙古血统，这一
点我们在其豪放的个性与诗风中能够深刻感觉到。但
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汉语诗人。他所说的两个“他
者”，既是两个检验体系，也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需要
翻越的两座大山。

由此我想到了蒙古族诗歌的处境，在我看来，除
了面对杨炼所说的两个“他者”之外，当代蒙古族诗歌
还要面对当代汉语诗歌这个庞大的“他者”，它在中国
当代诗歌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
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诗歌写作。所以，蒙古族当代
诗歌面对的其实是三个“他者”，它所面临的问题远比
当代汉语诗歌更艰巨更复杂。

一般认为，蒙古族诗歌创作分四种形态，其一是
母语写作；其二是汉语写作；其三是双语写作；而第四
种形态相对少数，就是用其他语种写作，比如青海、甘
肃的有些蒙古族诗人用藏语写作，宝音贺希格在游学
日本期间尝试过日语写作。在这四种形态中，用母语
写作者无疑占据大多数。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
隔阂，这个群体的诗歌大多不被我们熟知，只是少部
分经过翻译转变成汉语之后，才被我们认识和阅读。
而诗歌的不可翻译性，导致我们无法真实地感受蒙古
语诗歌的精髓。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说：“我的诗
的外文翻译，已不是我的诗歌了。翻译除了折射诗里
的某些东西，基本上是一种毁灭。”作为一个用汉语写
作的蒙古族评论家，我阅读蒙古语诗歌的经验基本上
也是翻译作品。比如被誉为蒙古族的“艾青”的纳·赛
音朝克图，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诗人巴·布林贝赫、阿尔
泰等人的作品，说实话，我在阅读他们的诗集汉译本
的时候，我心里最初是期待和兴奋，读后却有一种空
寂的失落感，甚至沮丧。后来一次机会，我现场聆听
了阿尔泰先生的朗诵，他的那首著名的《蒙古马》，虽
然我只能听懂诗中的某些单词，但是我却被其中沁
透骨髓的无法言传的民族精神和如同歌唱一样的韵
律震撼了。诗中洋溢的骄傲、悲壮、热情与忧伤，以及
悠远的历史感，让我深切地体会了蒙古族诗歌艺术的
美妙。

但是，我清醒地知道，我是蒙古人，我略通一点蒙
古语，而如果是那些完全不懂蒙古语的读者，他将如
何看待这首诗？显然只有翻译是他们惟一的通道。所
以，阿多尼斯也无可奈何地表示：“我并不反对这种毁
灭。虽然译文离原作很远，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不可
能翻译词和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翻译意象和比喻背
后的含义，但这毁灭的代价是必要的，以便把某些东
西传达给别人。”多少年来，蒙古语诗歌的翻译者为推
广和传播蒙古族诗歌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清楚地记

得胡尔查、陈乃雄、哈达奇·刚等这些老翻译家的名
字，他们用自己一生的心血，执行着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09年由陈岗龙等
主编的《经典解读达·纳楚克道尔基》一书中，编入了
达·纳楚克道尔基这位我非常崇敬的蒙古国诗人的几
首诗。其中有我在青年时代就听人朗诵并让我激情澎
湃的《我的祖国》。书中选了这首诗的两种译文，译者
分别是陈岗龙和席慕容父女。陈岗龙，笔名多兰，是年
轻的蒙古学学者，也是非常好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席
慕容则是知名的蒙古族女诗人、散文家，她的父亲拉
席敦多克先生也是国际知名的蒙古学学者。但是他们
的译文确实没有满足我对《我的祖国》这首诗的期待
和想象。这当然不应该是翻译的技术问题，我以为更
多的可能是蒙古语与汉语的天然的差异，以及诗歌本
身的不可译性，尽管他们应该是这首诗最适合的翻译
者和解读者。书中还对散文诗《希布恩·撒日勒》的题
目的几种译法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希布恩·撒日勒是
一匹马的名称，用蒙古语表述就非常自然，它让人联
想到马的敏捷、轻盈和坚韧，而音译成“希布恩·撒日
勒”则让读者有些莫名其妙。还有译成“灰青马”、“银
合飞马”、“燕白”等等，都很难全面准确地体现原文的
韵味。当然，正如阿多尼斯所说的，翻译的代价是必须
的，不然我们连蒙古语诗歌的存在都无从知晓，况且
我们总会遇到比较负责任的译者，尽可能地将诗中的
意境和思想传达给我们。比如最近蒙古国国宝级诗人
达·乌梁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陈岗龙适时地翻译
了他的一首诗《秋天饮马》，虽然我可以感觉到汉语对
这首诗转达的无能为力，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与
汉语诗完全不同的境界。

或许是由于汉语诗歌在国内的无可争辩的影响
力，或许是由于蒙古语诗歌在翻译转换的过程中存在
的无法克服的所谓“失效状态”，更年轻的一批蒙古族
母语诗人逐渐开始直接用汉语写作，或以蒙汉两种语
言同时写作。比如我认识的宝音贺希格、多兰、海日
寒、满全、哈森、乌·纳钦、瓦·哈斯等。而海日寒便是
这个群体中较为出色的诗人之一。海日寒2007年出
版了蒙古语诗集《遥远的雪山》，后来开始用蒙汉两种
语言同时创作，2011年出版了第一本汉语诗集《一个
人的穿越》。作为一个自少年起就以母语开始写作的
诗人，在转入汉语写作时，能够迅速进入状态，且将汉
语运用得如鱼得水，这让我惊讶之余不能不赞叹他的
语言天赋。比如《感受世界》写道：“我用思想的毛孔

感受世界/倾听蚂蚁的争吵草絮的鼻鼾，感动于/一片

秋 叶 撼 动 大 地 的 陨 落/一 朵 雪 花 优 美 悲 壮 的 死

亡/……/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远去/正如我们

在冷漠与无知中隔膜着自己/日子好像是一节又一节

绿色的车厢/在白的旷野和黑的隧道中无目的地穿

行……”诗人对现代汉语字与词的准确选择，以及它
们之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发掘，还有词与物、意象与
韵律之间的诗性的转换等，完全可以与优秀的汉语诗
人相媲美。

不久前，海日寒发来了他的第二本汉语诗集《空

山集》。在诗集中，每首诗差不多都以一个字或两个字
作为标题，而每个标题又有类似中国古典曲牌或西洋
音乐的曲式的前缀，比如空山曲、梦幻曲、回旋曲等
等。“空山曲”的“空山”显然是中国汉语古典诗歌独有
的意境。比如《空山曲·和尚》写道：“云上的/山。//山

上的/寺。//风和雪/埋掉了/下山的/足印——//满城

的/花。//满街的/人。//花树下/枕着竹杖/酣睡的/醉

僧——”作者放弃了过去歌唱式的，甚至是呐喊式的
抒情长句，而进入到一种平静、精简、内省，乃至沉默
的状态，恰如乔治·斯坦纳对东方哲学的描述：“穿越
顿悟之境，朝上飞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作者将
自我与世界、宇宙的对话浓缩，不，应该说是净化到一
个字或一个词的形态，剔除人为的修辞和修饰，摆脱
线性化的逻辑和时间观,让诗中的每个字都焕发出新
意，却又不失与古老的语词保持共鸣。

海日寒认为唐诗最能体现纯诗的本质。因此，我
在他最新的这本诗集中，感受到了他以往在学习汉语
写作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对汉语可能性的探索。而与
其说是他对汉语的探索,毋宁说是他借助汉语这个载
体，探索一种元语言化的诗境。即从修辞、叙事、抒情
转入字、词，进入语言的最小单位，从中发掘诗歌的意
义。不仅如此，他由字和词所指的领域扩展着语言的
边界,使诗通向形式的极限。所以，在他的诗里，汉语
已经非汉语，而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符号，或者说是先
于语言的音节和物。因此，我以为，写作到这个状态，
诗人已经无所谓使用什么语言，汉语或者蒙古语都无
所谓，诗已经让语言变得透彻与澄明，让思想变得清
洁而神圣。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

“它破坏词语和含义，成了沉默的王国，但与此同时，
它又是寻求神谕的词语。”这大概也是所有诗人梦寐
以求的境界与气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蒙古族诗
人，在坚持母语写作的同时，对汉语诗歌的大胆的跨
界和侵入。但是，说来归去，我其实更想看到海日寒用
蒙古语写出的诗歌。就在此刻，我甚至想下一次决心，
开始学习蒙古语，以便能够真正在语言文字中感受我
的母语——蒙古语诗歌的美妙。虽有人说，诗歌就是
我们惟一的母语，但是蒙古语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语
言艺术形式应该与其他语言一样获得长久的存在和
尊重，况且，诗人的创造性的写作，无疑也会为蒙古语
言的丰富、生长以及传承作出与众不同的贡献。前面
我说过，蒙古族当代诗歌面对着三个“他者”，面临的
问题比当代汉语诗歌更艰巨更复杂，至少有一点可以
确认，蒙古语诗歌比汉语诗歌更寂寞。因此，我时常担
心有些以蒙古语写作的诗人对自己的写作，甚至对自
己的母语有没有产生过怀疑和不自信。这恐怕是一个
值得考察和思索的问题。

确实，蒙古语诗歌乃至整个蒙古语文学，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遭到忽视，这与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长
调、呼麦受到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欢迎形成鲜明反
差。最近蒙古国诗人达·乌梁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的提名，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文坛开始关注
蒙古语文学。中国的蒙古族作为“跨界民族”虽然与蒙
古国使用不同的拼音文字，但是语言是同一的，而彼
此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肯定会增进蒙古语诗歌的变化
和发展。我希望并且也相信我们的蒙古族诗人终究有
一天会站立在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上。这也是我对以海
日寒为代表的新一代蒙古族诗人的期待。

寻求神谕的词语
——从蒙古族诗人海日寒的诗歌说起 □兴 安

南方英雄史诗的洞见与探索
——评肖远平《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 □张羽华

在上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关于英雄史诗的研究
占有极高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研究往往偏重北方的
英雄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阿勒帕米斯》等，而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其实南方
民族也有类似的作品，作为一种庄严肃穆的文学体裁，英雄史
诗同样丰富了南方文学的花园，成为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
托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彝族的“支嘎阿鲁”史诗就
是一部重要的南方英雄史诗，它与我国北方的英雄史诗风格
迥异，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民间文学研究学者肖远平
站在本民族的研究立场对“支嘎阿鲁”史诗做出较为深入的探
讨，无疑丰富了南方英雄史诗的研究，也为南北史诗的比较诗
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支嘎阿鲁”是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彝族地区广为流传的
英雄史诗。肖远平新著《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人民出
版社2015年1月出版）带着问题意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史
诗的背景、文本内部结构和彝族传统诗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探究。可以说，该书系统地阐释了这部史诗与彝族历史文化
渊源、彝族毕摩文化、彝族传统诗学的深层关系，特别是对
史诗母题的深入分析，为我们全面了解彝族文化提供了新的
途径。

对“支嘎阿鲁”史诗的研究，没有对其做出总体概述和阐
释是难以继续深入下去的。由于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分布
较广的少数民族，“支嘎阿鲁”在不同的居住地区具有不同的

版本。在贵州广泛流传的两部英雄史诗是《支嘎阿鲁王》和
《支嘎阿鲁传》。为了体现学术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研究的系
统性，研究者首先在第一章着重以贵州地区的“支嘎阿鲁”为
研究主体，在广泛搜集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界定“支嘎
阿鲁”的内在含义，梳理古籍记载及流传情况。

动态地展示“支嘎阿鲁”史诗外在的文化关联，几乎是这
部学术著作的研究主体，也是其重心所在。这主要体现在第
二章和第三章中。研究者首先探讨了“支嘎阿鲁”史诗与彝族
文化的渊源关系。彝族史诗“支嘎阿鲁”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
展的历史过程，它必然经历孕育、诞生、发展、传承和成熟几个
阶段，它在云贵川三省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而有着不同的
版本流传，那么彝族古代的历史发展必然与史诗的产生有着
紧密的联系。彝族先民古滇部落作为“支嘎阿鲁”史诗的发轫
地，这是研究者广泛地参照史料得出的结论，他最后认为“支
嘎阿鲁”史诗的真正圣地就是贵州的夜郎古国。

接着，研究者在第三章中集中探讨了毕摩文化对“支嘎阿
鲁”史诗的影响。在研究者看来，毕摩文化是彝族原始文化的
灵魂，这来源于巫术文化、原始崇拜和儒、释、道文化的渗透，

而毕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传承了史诗又参与了史诗的重
构。因为“支嘎阿鲁”史诗依靠毕摩得以传承下来，而在传承
过程中必然参与了当地宗教文化、诗学理念和审美艺术的重
铸。另外，“支嘎阿鲁”史诗还深受彝族传统诗学的影响。彝
族具有丰富的诗歌，相应地也有丰富的诗文论。“支嘎阿鲁”史
诗理所当然受到彝族传统诗学的影响。因此，在第五章中，研
究者就彝族传统诗学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毕摩叙事、赋比兴手
法和数字叙事等审美艺术方面作了初步的探寻，尤其对“主”、

“味”“魂”等诗学范畴进行了学理性的归纳。
对“支嘎阿鲁”史诗的母题解析，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内容

之一。“支嘎阿鲁”史诗既有与其他史诗相同的母题结构，又有
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丰富了中国史诗母题研究的多元化，深
刻地体现了彝族英雄史诗的审美文化内涵和艺术质地。

值得称道的是，全书文献功底扎实，史料详实，不局限于
某一地域的史料考证和梳理，凡是触及到彝族居住区域的史
料文献都有甄别地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做出诊断性辨别和论
证。比如，在论证“支嘎阿鲁”与马桑树的关联时，研究者从具
体的文本《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以及彝族古歌、叙事诗

中找到佐证材料加以论证。在论述“支嘎阿鲁”的古籍记载及
流传情况时，研究者详细地考证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古籍
记载情况，并列出相应的情况图表。这就把“支嘎阿鲁”多样
化、复杂化的流传情况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必要的文字论
述与简明的表格显示相结合的例证，更能够清楚地展示出“支
嘎阿鲁”史诗的形成规律。

在对史诗进行细读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时，必须具备相
应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这部新著中，研究者并没有拘泥于
单一的研究模式，而是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对贵州彝族
地区的“支嘎阿鲁”史诗做出敏锐的洞见与执著的探索。比如
第一章采用传播学方法探索“支嘎阿鲁”史诗的时间维度；第
二章、第三章采用文化生态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和
历史学方法探究“支嘎阿鲁”史诗的空间维度；第四章、第五章
中，采用新批评、母题分析和比较诗学理论对史诗的文学审美
艺术、叙事特征以及传统诗学对史诗的影响进行论述。由于

“支嘎阿鲁”史诗不同版本的存在，研究者还运用了比较研究
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逐一进行梳理和论证，从中发掘彝族文
化和彝族民间文学发展进程的诸多信息。另外，实地调查、多
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这部新著在研究南方英雄史诗方面作出了很多有
益的探索和发掘，充实了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的内容，丰
富了南方英雄史诗研究的审美内涵。在论题观点、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方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可以说，
它弥补了南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研究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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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主题散文大赛征稿启事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

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一件头等重要的
大事。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他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
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
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为迎接第 25个全国土地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保护耕地
的意识，丰富繁荣土地文化，中国国土资源报社、中国国土资
源作家协会、江西省信丰县国土资源局特联合开展“像保护大
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主题散文大赛，具体事项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江西省信丰

县国土资源局
二、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
三、征稿对象：散文写作者、爱好者均可参与。
四、征稿要求：1.要求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为

主题，描述人与耕地的真实故事，表现人与耕地的永恒情感，
思想健康向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2.每人限寄作品

一篇，题材为散文（散文诗除外），字数3000—8000字。多投无
效。3.参赛作品均须原创未发表。严禁抄袭等行为，一经发
现，取消参赛资格。4.参赛作品务必注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等。5.主办方享有对获奖作品的发
表、出版、网络传播权。

五、奖项设置：特等奖：一名，奖金一万元；一等奖：三名，
奖金各五千元；二等奖：六名，奖金各三千元；三等奖：十名，奖
金各两千元；优秀奖：二十名左右，荣誉证书。

六、评奖：征稿截止后，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
行评选。评奖结果将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国土资源作
家网（zj.gtzyb.gom）、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微信服务号等媒
体发布。

七、作品出版：所有获奖作品在活动结束后以国内正式书
号统一结集出版。每个获奖作者赠送样书一本，此作品集无
稿费。

八、评奖及颁奖：2015年 11月底，在江西省信丰县举办颁
奖典礼暨文化采风活动，邀请评委会专家、获奖作者参加。

九、投稿方式：所有参赛稿件请发送电子版至电子邮箱
gengdizhengwen@126.com。投稿时注明“保护耕地征文”字
样。联系电话：010-6655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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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潮》杂志每月5日出版，16开本，超值128页。执行主
编：刘川。邮发代号：8—17，国外代号：BM5114。每期定价：
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欢迎订阅，随时可以汇款到编
辑部办理邮购。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
志社。邮政编码：110003。电话：024--22859033（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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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静的陌生人及其他（组诗）
……………… 杜绿绿

我身上开不出花朵（组诗）
…………… 莫 渡

晚安，镇雄（组诗）… 王单单
新浪潮（中国第四代诗歌小辑）
尹 马 白鹤林 世 宾 朵 渔 江 离等
诗坛百家
龙彼德 星 汉 阿 未 王文军 三色堇等
散文诗·中国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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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声
赵 薇 崔广礼 罗征翩 周冠钧 曹 阳 涂运桥
鲁银霞 黄飞鹏 李旭东 孟令浩 马富琳 张文学
王述评 温贵君 孔宪科 张梅琴 姜立凭 江志盛
张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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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幼宣 胡迎建 邓世广 李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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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基金文库·诗词论丛》总序
………………………… 宋湘绮 莫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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