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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宜：做人民的艺术家很幸福
□本报记者 明 江

九月的一天，杭州，在和田纺织厂印染车间

退休工程师马之光的家中，异常热闹的笑声提示

这是一次珍贵的相聚，几位从新疆和田来的维吾

尔族纺织工人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寻找当年培养

他们的苏州丝绸工学院的恩师、看望曾经和他们

在新疆和田并肩工作、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汉族

老厂长、老朋友。谈话间，老技术员依不拉音·司

马义大叔突然拉着马之光的手站起来，两位老人

向坐在一旁的作家景宜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她

创作了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让他们有了寄托

感情、铭记祖国恩情的作品，满含热泪的作家景

宜赶紧站起来鞠躬还礼。

这感人的一幕，源于一部即将在央视黄金时

段播出的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这是白族作家

景宜第四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长篇

电视剧，也是她长期扎根边疆、书写少数民族生

活的又一部力作。

这部电视剧的写作源于1999年景宜远赴新

疆的一次深入生活实践。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的南疆城市和田，公园里几位说着江苏话的老大

姐引起了景宜的好奇，景宜上前问几位阿姨：“你

们是江苏人吗？”阿姨们说：“不，我们是和田人！

我们都是从江苏、浙江来的纺织女工，为了支援

新疆纺织工业建设，我们 1953 年就来到这里

了。”一种新奇的命运感吸引着景宜，她敏锐地感

觉到，这几位老人身后一定有故事。第二天,景宜

跟着几位老大姐坐着5块钱的毛驴车，来到了距

离和田市十多公里外的拉斯奎镇，一个巨大的现

代化丝绸厂出现在戈壁大漠的绿洲中间。景宜眼

前一亮，从此开始了一次跨世纪的采访和写作,

展开了新中国新疆纺织工业发展的一幕幕动人

画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帮助新疆发展纺织工

业，江苏和浙江成为最早支援新疆建设的省份，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派出大批纺织工人和

技术人员前往新疆，仅苏州丝绸工学院就为和田

丝绸厂培养了374名民族专业技术人员。而始建

于1953年的和田丝绸厂，经过几次扩建改造，成

为一个拥有缫丝机5600台、织绸机200台的中

型丝绸联合企业，规模最大时拥有3800名职工，

产品达97种。大批的汉族工人技术员响应国家

号召奔赴新疆，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

族、塔吉克族、满族工人一起，开创了新疆纺织工

业崭新的历史。但景宜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在新

疆大地上共同生活奋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

命运交往和情感交织的经历。

作为一名富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景宜

开始了对这个题材的长期思索，到了2009年，思

考已经成熟的她准备动笔。从江苏的南京、无锡、

盛泽，到浙江的乌镇、桐乡，再到新疆的和田、吐

鲁番，景宜在各地之间来回奔波，深入了解内地

支援新疆丝绸工业发展的历史，采访当年厂里的

老厂长、老职工，在和田档案馆查阅新中国发展

纺织工业的资料，终于完成了《丝绸之路传奇》的

剧本创作。

今天，当这部电视剧完成，电视剧中的人物

原型来杭州看望自己的老师。面对依不拉音大叔

和工程师马之光的礼敬，景宜感叹：“当他们在向

我鞠躬的时候，我在向生活鞠躬，向人民鞠躬。作

为一个作家，人民对我的评价是最高的奖励。”

2015年 5月，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景宜胸

前挂满了勋章，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习主席的接

见，那一刻的她，也深深感到了做一名人民的艺

术家的幸福。

谈到自己写作的故事，谈到自己笔下的原型

人物，景宜常常热泪盈眶，她绘声绘色、如数家珍

地讲述在边疆的生活，连语气神态和音调，都能

让听者觉得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景宜说：“我很多

时候都是和我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我写了他们

的生活，我又和他们一起参与今天的生活。我塑

造了他们的形象，这些形象又反过来鼓舞我、教

育我。这样的作家生活非常有意义。”

比如说，2010年在浙江嵊县，景宜来到上世

纪60年代初从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的援疆技术

人员、和田丝绸厂第五任厂长陆仲良家，热情的

老两口为她做了地道的新疆手抓饭。手抓饭的香

味让她感受到一个汉族老厂长对新疆的眷恋和

感情。更让景宜感动的是：每到周六,陆厂长就会

专程把在家附近打工的维吾尔族青年接到家里

吃饭。每个周末他还会到附近的工厂去转悠，看

到有维吾尔族青年就主动用维语和他打招呼、聊

天，询问人家生活、热心地出主意帮忙。有一次，

景宜在乌鲁木齐一间职工宿舍，找到当年和田丝

绸厂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吴维民家时，吴书记已经

去世多年。其老伴常素琴对景宜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终于有人还记得我们！我就想，我们的故事

应该有人知道、有人来听啊。我一直在等，等到今

天我才知道，我一直等的是你呀！”景宜说，“阿

姨，我来晚了。我要是早几年来，叔叔还在，我还

能听他讲故事。”常阿姨说，“没关系，你跟我来。”

她把景宜带到一个房间，推开门是一个灵堂，挂

着一张解放军军官的遗像。常阿姨进门就喊，“老

吴啊，党中央派人来看你来了。中央没有忘记我

们。”景宜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她对着相片说：

“叔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

会忘记你们的。”每次讲到这里，景宜的眼泪都止

不住地往下流。

来到当年丝绸厂副厂长马哈木提·斯迪克的

家中，白发苍苍的主人在家中的葡萄架下摆下了

切好的西瓜，拿出一本旧相册老泪纵横：“你看，

这是我当时从浙江、江苏带回来的纺织女工，这

些都是鲜花一般的姑娘啊，你说我马哈木提是不

是最幸福的人。可是，这些鲜花般的姑娘都走了

啊。有的人都去世了，只要我活着就会不停地想

念她们。”

所有这些人的真挚情感深深地触动着景宜

的心灵，她把这些60年来各民族友好交往与共

同团结奋斗的深情厚谊，都写进了《丝绸之路传

奇》这部作品。

景宜是一位不断行走的作家，她自己调侃，

自己是“驿马座命”，写作和事业都在行走中完

成。从上世纪80年代写作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生

活的中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

人》，到90年代的三部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马

拉雅》《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存》，她走遍苍山

洱海、玉龙雪山和怒江大峡谷。为了写作藏医藏

药的报告文学，走到喜马拉雅山和南迦巴瓦峰下

的林芝地区。用景宜的话讲，她有许多不同民族

的朋友，纳西族老东巴习阿牛；老藏医强巴赤列、

慈成坚赞；布朗族老头人的儿子苏国文；傣族老

州长召存信，还有维吾尔族的艾肯尼莎大姐、马

哈木提大叔……景宜与他们之间有着深深的感

情，这是景宜心里最温暖的部分。

30多年来，景宜走进各民族地区，聆听不同

民族的故事和命运，讲述着民族与民族之间最温

暖的情感。2000年以来，景宜担任编剧的《茶马

古道》《金凤花开》《茶颂》都在央视黄金时段播

出，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除了艺术

奖项，景宜还得到了很多国家荣誉，如“首都民族

团结先进个人”、“五一劳动奖章”、“巾帼建功个

人”、“全国先进工作者”。但在她看来，观众的肯

定与信任才是对她最大的奖赏。所以，当她的作

品创作完成，每一次，她都会回到原地，再去认真

倾听他们的感受感想。在景宜看来，文艺创作要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更要把人民作为鉴

赏家和评判者。

长篇电视剧《茶颂》创作历时7年，景宜多次

深入到澜沧江畔的景迈山，住在布朗族、傣族村、

佤族村进行创作。到了拍摄时期，为了让演职员

能熟悉少数民族生活，作为制片人的景宜还特意

延长了制作时间，要求演职员提前20天到村寨

里来，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和把握他们的文

化风俗。有人觉得这是浪费钱，但景宜坚持认为，

好的艺术要从生活中来。

景宜也经常跟她的创作团队说，拍摄电视剧

的过程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过程。有一次在云南

拍摄，傣族和布朗族的两个寨子闹矛盾，拍不下

去了。景宜回忆道：“当时导演打电话来问我们怎

么办，我说我们必须用拍戏的机会把这个民族矛

盾化解掉。通过各种调解，终于和解了村寨间的

长期纠纷。最后我们拍摄祭祀大茶树的场面时，

有1000多个不同民族的群众演员一起拍摄，非

常团结。拍摄完以后，乡长给我打电话说，景老师

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儿，两个村子打架打了那么多

年，结果你们拍个电视剧把他们拍到一起去了。”

景宜觉得，这些在民族地区的经历，反过来让她

在文艺创作中更好地把握民族关系、反映民族生

活。

2015年 4月，在和田拍摄《丝绸之路传奇》

时，当拍到周总理来棉纺厂车间的戏时，很多老

工人坐着轮椅扶老携幼站在工厂门口，等着看

“周总理”。在吐鲁番拍总理的镜头，周围几个村

子都像过节一样。一共只要200个群众演员，结

果来了1000多人。房顶上树上到处都是人。“那

天拍摄周总理参加维吾尔族工人婚礼跳舞唱歌，

《掀起你的盖头来》的音乐一起，所有戏里戏外的

人都一起唱起来，声音那么宏大，导演都流泪了。

拍摄完了我跟刘劲同志讲，这些老工人都是对总

理非常有感情的，当年都是见过总理的，想跟你

拍照。刘劲说，景老师你放心，今天中午两小时我

不休息，我跟每一个人都照相。刘劲同志两个小

时就在太阳底下跟所有工人一一合影。”

而最让景宜印象深刻的是在云南拍摄一部

电视剧，剧中的女土司要坐在大象上迎接朝廷的

使节。好不容易跟附近村子的老乡联系上把大象

拉到了山上，可是一开始拍摄，音乐一响，大象就

开始一前一后地跟着节奏跳舞。试了几次都是这

样，导演着急地喊，停，这头大象太烦了，它老跳

舞我们怎么拍！结果一位曾经饲养过大象的老人

生气了：你可以让大家不跳舞，不能让大象不跳

舞。我告诉你，会跳舞的大象才是最好的大象。而

且，不要当着大象的面说它不爱听的话！景宜过

去用云南话向这位老人解释。老人说，如果你们

连大象都不尊重，你们都不配当拍戏的人。最后

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放一个没有节奏的音乐，

大象就跳不起来了。“最后老人走过来跟我说，这

样做才对，我就告诉你，如果你都不懂得尊重大

象，你就不会好好做人了。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

印象：如果连大象都不会尊重，就不配做一个艺

术家。这位老人就像一个哲学教授，给我上了最

生动的一课。”

电视剧《茶颂》播出后，景宜带着自己的制作

团队又重新返回景迈茶山，想听听这里的老百姓

如何评价作品。夜晚茶山上点起了巨大的篝火，

敲响了象脚鼓，跳舞跳到了天亮。而景宜远远坐

在一个小圆桌边，旁边的老阿妈因为听不懂普通

话，坚持让景宜把电视里的台词都翻译成云南话

给她听。欢乐的夜晚，欢乐的重逢，好几个村里的

妇女跑过来拍着景宜的肩膀叫:“嘿，景大姐，你

看我们家的表妹都上电视了，那天我叫你等我

们，我们采茶一小会儿就回来了，结果你们就拍

完了。哎呀呀——”每到这样的时刻，景宜就觉得

特别的幸福和享受。

景宜说：做这样一个人民的艺术家，是一件

多么幸福的事情。一个作家的幸福，就是能得到

各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发自心底的赞扬。

景宜景宜（（左二左二））和电视剧和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丝绸之路传奇》》的原型人物在一起的原型人物在一起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新疆这片土地广袤而雄浑，瑰丽而神奇。由

于自然环境独特、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古丝绸之

路必经的中亚腹地，与多个国家接壤，于是，多元

文化在此撞击、渗透和交汇，几千年来上演过一

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自古就是

孕育文学艺术的沃土。

一

在古代社会，世代繁衍生息在新疆的众多兄

弟民族，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灿若星汉的杰出作

家、诗人，他们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了浩

如烟海、光辉灿烂的文学篇章，并形成了各自的

文学传统。例如，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族大

诗人、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既是当

时社会文化的大百科全书，也是维吾尔古典文学

中彪炳千古的经典性双璧。历史同样悠久的哈萨

克族，则有伟大的民间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

《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等流传至今。此外，柯

尔克孜族的伟大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的伟大

史诗《江格尔》均洋洋数十万行，有着宏伟的规模

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

高的地位。

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前进，而新疆的文学也

在不断发展。辛亥革命、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新疆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批新文

化的先驱者对时代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例如，

维吾尔族诗人黎·穆特里夫、作家祖农·哈迪

尔，哈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锡伯族作家郭基

南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这一时期他们

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作和小说，成为新疆现代

文学最初的实绩。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成立，新疆文学进入了朝气蓬勃、繁荣发

展的新阶段。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铁依甫

江、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

买提明·吾守尔、克里木·霍加、尼米希依提和柯

尤慕·图尔迪，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乌曼尔阿

孜·艾坦、夏侃，锡伯族的郭基南等作家和诗人，

都在这一时期涌现于或活跃于新疆文坛，成为新

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不少

内地作家为边疆丰富多彩的生活所吸引、所感

召，纷纷来疆，他们或长期安家落户，或作短期访

问，纷纷把在新疆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受转化成

文学作品，这对新疆文学无疑也是一种有力的补

充和促进。

二

进入新时期，由于党和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

的政策，在思想解放运动和一浪接一浪的文学新

潮的巨大推动下，与全国一样，新疆多民族文学

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纪元，实现了整体性的文学

突破。老一代作家获得了政治和文学的新生，新

一代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崭露头角。他们以

文学自身规律为立足点，找到了新疆文学的定

位，开始了全方位的文学探索与掘进，创作热情

之高、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

新疆各族作家开始自觉地发挥新疆自身的

文学优势，创作题材领域被大大拓展，大胆揭示

现实生活中的深层矛盾，专注对人性和人的个体

命运的探究，创作个性彰显，文学体裁、手法、风

格多元化、多样化，作家队伍进一步扩大，文学作

品和文学刊物大幅度增加，这一系列文学的新景

观，构成了新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态势。这

期间，有几个文学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勃兴是新疆

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新疆各兄弟

民族一向被称为“诗歌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诗

歌传统，抒情性的诗歌是他们最基本、最主要的

文学形式；而以叙事见长的小说则十分少见，出

现的历史也不长。但是，在这个时期新疆各民族

小说却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这些小说不

仅数量大（其中长篇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

质量也很高，在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在艺

术表达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出现了一批颇具

史诗性的杰作。他们的小说已不再停留在地域民

族风情的表面描绘上，而能深入到人性中、深入

到本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加以探究，去进

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思；同时在小说结构、叙

述模式、手法运用、风格追求和语言驾驭上也取

得了一系列艺术上的突破。其中，维吾尔族小说

家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

买提明·吾守尔、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萨克族

小说家贾合甫·米尔扎汗、朱玛拜·比拉勒、夏木

斯·胡马尔等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其次，少数民族作家中出现了一个中青年

“双语”（或称“跨文化写作”）作家群。他们利用既

懂母语、又懂汉语的创作优势，常以汉语进行写

作，以开放的心态、崭新的文学观念、娴熟的写作

技巧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是新疆多民族

文学的生力军。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和

叶尔克西、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柯尔克孜

族的艾斯别克、锡伯族的傅查新昌等，就是其中

优秀的代表。少数民族作家中的这一创作现象，

与同时出现的现代实验小说和探索诗歌一道，如

同几只“报春的燕子”，显示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

学走向世界的实力、信心和勇气。

再次，少数民族作家对新的文学体裁的移植

与尝试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散文和报告文学体裁

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一直不是很发达，甚至在

一些民族中还属于从不曾出现过的文体。但是到

了2O世纪90年代，却有了一批描绘故乡风情、

自由抒写内心世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和报

告文学作品问世，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散文创作

的作家。在戏剧、影视文学创作上，一批少数民族

作家也积极地加入进来，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作

品，维吾尔族剧作家吐尔地·尤努斯就是其中的

优秀代表。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疆少数

民族文学还出现了一批通俗文学，如传奇、言情、

惊险、推理、侦探故事等，大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这也是以往少数民族文学中极为少见的现象。这

些作品扩大了创作领域，活跃了文化市场，满足

了不同层次读者的精神需求。

与此同时，新疆汉语作家的创作在新时期也

出现了全方位拓进的局面。它在新时期最初的文

学贡献，是以杨牧和周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着

雄厚实力的“新边塞诗派”的崛起，为新疆文学赢

得了很高的全国声誉。随后，在散文领域，新秀刘

亮程又赶上来接力，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散文

作家群。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疆汉语小

说创作也收获颇丰，专写西部流浪汉的赵光鸣、

具有西部浪漫诗性特征的小说家红柯和表现兵

团下野地上荒原凄清故事的董立勃等人的小说，

均以独特的题材和审美价值引起关注。

三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由于其多民族、多文化

和地域上的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呈现出

有别于其他兄弟省区文学的鲜明的个性色彩。这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错综复杂的艺术魅力。在新疆，由于各

民族文化的差异，各民族文学的传承关系也不尽

相同，加上不同民族、不同作家个人的气质、美学

追求、艺术素养和艺术风格的差异，文学自然呈现

出千姿百态的景观。例如，维吾尔族小说家阿不都

热依木·乌提库尔作品的深沉、买买提明·吾守尔

作品的荒诞、祖尔东·沙比尔作品的幽默。还有，同

是“新边塞诗派”诗人，周涛的诗冷峻潇洒，杨牧的

诗则热情奔放，各具一格。因此，新疆文坛形成了

争奇斗艳、各呈异彩、如万花筒般的文学奇观。

第二，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生活在新疆的

各民族人民见多识广，具有一种罕见的民族认同

性，从而避开了自我中心、自我封闭、心地褊狭的

排他性，养成了一种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开阔博

大的胸襟，形成了一种宽容、开放的文化性格。新

时期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飞速发展，就是少

数民族作家不断接受文学新信息、不断吸收各民

族的先进文化，实现了与时俱进的结果。同时，这

种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特点，在具体创作上则表

现为一种雄浑、大气的风格。少数民族作家的作

品，不论是他们的诗歌还是小说，无论题材、人物

还是结构、规模，或从中透露出的内在精神，都给

人以气度雍容的感觉。同样，新疆汉语作家和诗

人的作品也不乏这种风格，吸收了草原文化血液

的雄奇、豪放的“新边塞诗”就是一个典型。

第三，对人生哲理的深邃探究。在新疆这片

广阔的土地上，人们容易产生一种神秘感、孤独

无助感，需要进入内心去追问身边的一切；而新

疆生活节奏的相对缓慢，也便于作家如古人一样

深入地去探究自然的奥秘，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去追寻与自然抗争的人格力量。于是，充满哲理

思辨的精神，就构成了新疆文学的一个传统。例

如，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和克里

木·霍加等，都以写哲理诗见长。哈萨克族诗人阿

拜和夏侃都写过大量的哲理诗。新疆汉语作家的

作品也多以哲理性见长。“新边塞诗派”诗人杨牧

诗作的思辨、周涛诗作的冷峻，以及诗坛新秀沈

苇诗作的沉静，都得力于其诗作中对哲理的阐

发。正因为新疆各民族作家有一种对哲理的自觉

追求，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注入了一种充实的

理性精神、一种沉甸甸的思想，为它打造出真力

弥漫的坚硬风骨。

第四，悠远深沉的历史意识。新疆各民族都

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传

奇英雄人物，这正是他们宝贵的精神资源。新疆

各族作家都十分重视历史题材的开拓。翻开新疆

当代多民族的文学作品，改编、重写、演绎历史故

事和传说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近年来，反思

民族历史文化的小说，甚至撰写民族史诗的系列

长篇，是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争相致力之处，而且

也出现了一批瑰丽厚重的杰作。同时，新疆汉语

作家创作也出现了西域历史题材小说方兴未艾

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多民族作家不约而

同地热衷于开掘历史题材，不只是面对辉煌的历

史抒发一阵空泛的思古之幽情，或发出几声无奈

的长叹，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通过对历史的追忆、

反思而获取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确认和在对未来

的憧憬中滋生出当代开拓者的自豪、自尊和神圣

的使命感。

第五，崇高感的美学锻造。人们在恐怖的巨

大力量面前能以不屈的意志奋不顾身地与之抗

争，正是在同这强大的异己力量的不懈抗争中，

我们才能获得崇高的美。在新疆严酷的自然生存

环境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充满顽强生命力的意

象，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崇高感。于是，我们就在新

疆文学中，看到了贯穿其中的一种拼搏精神，看

到了无数先驱者怎样突破重重阻力去重塑民族

文化精神、实现民族振兴；看到了现代勇士们怎

样历尽磨难、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幸福生活和美

满爱情。

几十年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走过了一段

虽然不无曲折，但却相当辉煌的历史。新疆多民

族文学作家和诗人都是有志气、有才华的，而且

富于创造精神。他们将继承已有的辉煌的文学传

统，勤奋笔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

以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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