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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飞获“骏马奖”作品暨全州文学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登

“骏马奖”授奖辞——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再现了这条千年古路

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
之路的神奇壮美，构思新颖独特，想象恣肆缤纷，
气象恢宏、内涵丰厚。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点评（全国鲁藜诗
歌大奖授奖辞）——

《茶马古道记》以充沛的想象力，寻梦茶马古
道，以梦想之心，抚摸历史的斑驳之迹，把云南与
西藏，藏族与内地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故事，进
行了全景式的抒写，绚丽多彩，细腻壮阔，凸显了
民族魂魄的鲜活与辽远。

骏马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张清华——

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呈现出文
化链条式的历史，写得丰富而精细。以串珠式的
结构，串起了这条西南地区千年生命线上的自然
山川、人文风物、历史民俗、人物传奇，用生动的笔
触将之熔于一炉，再现了它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
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之路的神奇与壮美。

骏马奖评委、《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
诗歌创作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强项

和亮点，这也体现在本次评奖中。白族“80后”诗
人何永飞的诗集《茶马古道记》，思考、抒写和吟
咏茶马古道的历史与现实，诗风健朗而深情，宏
阔而精美。

骏马奖评委、云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
范稳——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受到评委们的高度认
同，认为这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诗行。在几乎所
有的诗人都在“向内”、进入个体写作时，何永飞

“向外”走向了旷野，走进了历史，同时将一条连接
不同民族文化的茶马古道写得诗意盎然、情深意
浓，被认为是诗歌界的重大收获。因此，《茶马古
道记》在评选中全票当选，殊为不易。

鲁藜诗歌奖评委、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黄桂元——

诗集《茶马古道记》以充满力度的诗性描写，
雕刻了一道神秘、艰辛、险峻的历史岁月风景，同
时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现实忧患之思，含蕴着丰
富的人生况味，美丽而苍凉，深邃而刚劲。

何永飞创作简历
1999年9月～2002年7月就读于大理民族师

范学校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公开发表作品；
2006 年 8 月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2014 年加

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2013 年 11 月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八期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
2015年11月出版长诗《茶马古道记》（云南人

民出版社），《茶马古道记》为中国作家协会 2015
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并获全国鲁藜
诗歌大奖、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

何永飞是从大理这片热土
上成长起来的优秀白族青年作
家，他早期创作的一些文学作
品曾先后在《大理文化》刊发，

《茶马古道记》也曾在《大理文
化》节选发表。可以说，由州委
宣传部主管、州文联主办的《大理
文化》期刊见证了何永飞艰辛
而又执着的文学创作之路。作
为期刊副主编，每一次审阅到
何永飞的作品时，都为他的创
作进步感到由衷高兴。因为
何永飞的创作不仅充满了民间
情怀，同时也充满了大地意识，
显示出了“接地气”的写作态
势。这一点，就其《茶马古道记》
的创作来说，表现得更为充分。

毋庸置言，就新时期以来
的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来说，诗
歌的品质前期还是比较高的，
但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创作
的总体品质出现了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很
大的缺憾就在于：写一己悲欢、
写个体幽微的生命体验、写自
我的作品非常多；或者说关注
内心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而
关注外在生活的作品越来越
少，尤其是写大时代、大主题、
大题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
这无疑与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不
相符的，是有距离的。无论是
我们的旧体诗还是新诗，一直
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诗人
及其作品与时代、与国家、民
族、土地和人民，有着牢不可破
的血脉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十
几年，这种联系似乎不那么紧
密和清晰了。而何永飞创作的

《茶马古道记》，突然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乃至让人眼前一
亮。对本土的诗歌创作，也有
一种提醒纠偏的作用。

在茶马古道上出生和成长
的何永飞，对茶马古道始终充满
了敬畏和依恋，茶马古道的兴衰
也始终牵动着他生命的畅快与
疼痛。为了创作长诗《茶马古道
记》，为了彰显用茶马古道所装
订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
之书、文化共融之书以及社会
和谐之书，何永飞毅然走出书
斋，走出城市，不畏艰险，不顾
劳累，沿着当年的茶马古道，即
今天的滇藏线和川藏线，进行了
为期数月的游历与考察，无论从
感性还是从理性角度上，累积了大量宝贵的创
作素材，仅从这一点来说，何永飞就已经为自己
的写作设置了难度与高度，这种挑战自我的写
作，其本身就具有了写作的最大意义。

尽管当代诗人很多，但进行长诗创作的诗
人却并不多见。从这一现象来看，长诗创作确
实是有难度的，长诗的写作难度并不在于把诗
歌写长很难，而在于从整体上掌握作品的容量，
把握作品的方向，处理作品的细部和安排作品
的节奏，具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在创作过程
中，创作者需要保持特别饱满的情绪则是难上
加难。可喜的是，何永飞不仅选择了长诗创作，
而且最终成功完成了《茶马古道记》的写作。

应该说，何永飞创作的《茶马古道记》视
野开阔，大气磅礴，叙事缜密、细腻，很好地解
决了宏大历史题材和艺术表达相结合的问
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部激情
之作，是一部充满想象力之作，也是一部既有
创作难度又有创作高度的成功之作。

首先，真诚感谢大理州委宣传部、大理州
民宗委、大理州文联召开如此盛大和意义非凡
的研讨会！当我在北京，代表白族同胞，代表
家乡父老，站在神圣的领奖台上时，我感到无
比荣耀。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大理山水的养
育，没有大理文化的滋养，没有大理人民的关
爱，我是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的。因此，我对
故土大理充满感激之情，为生在大理、长在大
理而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

文献名邦大理，自古以来就重视文化的发
展与繁荣，名家辈出，名作无数。就文学艺术
方面而言，大理的文学创作成就，在云南文坛、
中国文坛都有一席之地，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
力量。这与大理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分不开，
与大理历届的党委、政府领导的真抓实干和呵
护栽培分不开。身为大理人，身为大理文化队
伍中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前辈的
优良品质，延续历史的高贵血脉，用好自身优
势，发挥自身才干，用心去创作精品力作，为提
升大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贡献力量，为时代和
人类创造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写《茶马古道记》，是偶然中的必然，是
必然中的偶然。也许是情缘，也许是使命，也
许都有，不然我为何出生并成长于茶马古道
边，不然我为何总是走不出一个小小的马蹄
印。重走茶马古道，我是逆着时光而行的，且
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唯恐错失精彩片断。那
残留于暗角的饮马槽、棋盘、古驿站、马掌铺、
荒坟、寡妇巷、拴马桩、贞节牌坊、盐井等，就像
历史的回放键，按下它们，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就在眼前重现，一则则血泪交融的往事就在心
底苏醒，一曲曲穿透云雾的赶马调就在耳畔响
起。站在山顶，或身处峡谷，我的思绪总是飘

得很远，对当年的马帮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广
袤的大自然中，他们显得很渺小，可却用青春
和生命，造就令后人赞叹和望尘莫及的精神高
度。他们走过的地方，花儿更红，草儿更绿，阳
光更灿烂，日子更丰盈。

《茶马古道记》一问世便备受各界关注和读
者欢迎，但能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且得到评委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
可，全票通过获得诗歌类别的头奖，是我不曾想
到的，也是给我莫大的惊喜和鼓舞。“骏马奖”被
称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诺贝尔奖”，级别之高，竞
争之激烈，那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获奖不是写
作的目的，奖项只是对作品的一种褒奖方式。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写好作品才是硬道理。

最后，有一个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在北
京领奖期间，我与中国出版集团的中译出版社
签订了一份合同，《茶马古道记》作为国家项目
将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发行，是本届“骏马
奖”获奖作品中唯一的一部，同时，该社对《茶
马古道记》的中文版将进行再版。但荣耀和成
绩属于过去，我一定会再接再厉，扎根故土，关
注时代，潜心前行，努力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来回报家乡大理的养育之恩和广大读者
的热诚之爱！

编后语：一位年轻的诗人，燃烧着

一颗火热的诗心；一次行走，脚步与灵魂
一同穿梭于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与山
水人文深度交融；一部诗集，勾画出茶马
古道极富温度的过去与现在；茶马古道，
以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中长诗的形
式，充满诗性地出现在世人眼前。

在茶马古道上，逆着时光行走，何永
飞收获颇丰。彼时，何永飞才了然和开
悟，赶马哥就是他的典范。于是，他开始
赶着文字的骡马，在生命的山水间行
走。创作《茶马古道记》，何永飞就是想以
赶马哥的姿态，把古道上的诗意、浓情、感
动、美妙、圣洁等驮在文字之背上，然后翻
过俗念之山、跨过恶行之水，去修复破损
的人心和世道。或许，稍微停顿修整一
下，他又得赶着他敬畏的文字，继续翻山
越岭，向梦想的春天进发。

诗人应该以何种姿态现身和前行？
何永飞与他的《茶马古道记》或许是其中
的一种答案吧。

祝愿何永飞遨游诗海，再出佳作。

生于云南，对茶马古道自然是不陌生的。
对我而言，说他是一条古道，毋宁说他是富于文
化意蕴、传奇色彩、使云南人的心中既氤氲着骄
傲又不觉点染上些许沧桑悲凉的感叹号，是横
亘历史长河、沉淀千年岁月、流过无数春秋的绵
延不绝、悠长无垠的省略号，也是一个在今天他
将如何延续或是否终将中断的忧伤的问号。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似乎让这个问号
不再是问号，忧伤不那么忧伤了——在马蹄跫
然点缀空林的萧瑟被汽车轰然咆哮的喧嚣撕
裂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位诗人，以虔诚去信仰、
以身体去重行、以灵魂去朝圣、以情感去触摸
这条走过千年春秋的茶马古道，并将一路的心
证意铭以文字镌刻于纸间——我不由得恍然，
原来，延续或中断从来就没有问号：山河密码、
时光掌纹、千年蹄印、血色灵魂、刚毅心性、不
折傲骨，本就落款在灵魂，灼烧在血液，行吟在
脊梁，长歌在岁月，套用一句诗，那便是从来不
离不弃，不远不近，无论你我见或者不见，他就
在那里。

这或许就是《茶马古道记》捕猎读者灵魂
的第一只抓手吧——他的出世，本来就是极有

价值的宣誓与昭告。这种价值，毫无疑问与他
在题材选择上的独具慧眼与开天辟地有关。
茶马古道，本就蕴含了太多足以使我们匍匐去
吮吸的营养与精魂。所以，这一题材的好，我
倒不想多说，也基本是不言自明的了。使我感
慨的是，正是云南大山人血液中的、骨子里的
某些东西，让何永飞选择了这样的题材与视
角，或者说，茶马古道选择了由他来书写来膜
拜来长啸来歌哭。让这本诗集在芸芸众诗的
海洋中站在了破海而出的海礁上，有了以悲壮
或刚劲的姿态凭海临风、接受审视与评说的资
格，而不至于湮没并沉沦。

一气读完，我的心终于放下。何永飞是在
用自己的生命书写，这生命里，不仅有尼采最爱
的血，还有肉有脊梁有灵魂。诗中有丰满的血
肉，有深邃的灵魂，有充沛的情感，有圣洁的信
仰，还有富于锐度的语言、震人心魄的意境、
汹涌奔腾的妄想……好题材终究没有被辜
负。永飞是一个对诗歌文本特点和诗歌精神
都有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的诗人，六年前，我给
他的诗集《梦无边》写封面推荐语时就有这样
的感受：“读了何永飞的诗集《梦无边》，我看

到固有的诗歌生态依然活着，我看到了诗歌
的力量被重新发掘和张扬，我看到重个人体
验与发现的诗歌本质仍然被坚守，我看到很
多诗句既蕴含着肉体敏锐的知觉，又绽放着
智性的思想光辉。我坚信，只要诗人还在思
考，诗歌永远不死。”诗歌果然没有死，还开出
了新花，结出了硕果。

用诗人鲁若迪基的话说，茶马古道是有灵
魂的。《茶马古道记》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
歌专著，其讴歌和讲述的是高原之上与这条古
道相关的风土人情与悲壮故事，挖掘和呈现的
是灵魂之上与个体生命相连的自然之道和神
圣信仰，是“情与爱相交，血与泪相融，冰与火
相生，灵与肉相依”的净化灵魂之作。它是诗
人何永飞为茶马古道抒写的心灵史诗，诗人捡
起古道的残迹和碎片，用意象与感觉再造了古
道上交织着的自然、社会与人类的传奇。从诗
人心脏涌出的，是对古道上一切生灵和生命的
礼赞。在诗人脉搏上跳动的，是千年古道熔铸
的不屈的、永远鲜活的民族精魂。该书为中国
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
品，在全国第十一届“骏马奖”评选中，得到众
多名家的高度评价和倾情推荐，以全票通过而
获得“骏马奖”。

以长诗的手法，描述数千年来，在这条因

茶马互市而形成的古道上演绎的许许多多悲
欢离合、发人深省的故事，何永飞可算是第一
人。作者历时数月，分别走完了茶马古道的
滇藏段和川藏段，采访了数十位各族各界人
士，收集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并查阅了许多
文史档案。在此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的酝
酿和构思，创作出呈现漫长岁月中，茶马古道
上可歌可泣、耐人寻味的人世沧桑之作。诗
中的茶马人物叙述，以真人真事为主，以藏
族、白族等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往来，团
结亲善，和睦友好为主题，反映了云南和西藏
因茶马古道的纽带相连以及在经济、社会和
文化方面的发展历史。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之所有能够获得
第十一届“骏马奖”，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作家，
只有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将厚重的历史文化
与当下的时代发展主题紧密结合，与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紧密结合，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被时

代所认同的精品力作。一个好的作家，只有扎
根人民，深入基层，关注现实，胸怀祖国，才能
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

《茶马古道记》是白族青年诗人何永飞历
时两年有余，独自重走滇藏线和川藏线后创作
的长诗，它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歌专著。
全书分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

“历史血脉”四个章节。诗人以行走的姿态，新
颖独到的抒情方式，全景式地书写茶马古道余
温尚存的历史。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轻浮的炫
耀与卖弄，而是深入到文化的灵魂与内核。以
全新的角度，别样的手法，写得风生水起，活色
生香。从而把茶马古道千年的历史轨迹凸显
于世人面前。灵动深邃的诗意表现，独特诡奇
的诗美创造，执着睿智的诗性探索，造就诗歌
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得到众多名家的高度评
价和倾情推荐。

诗是最具神性和灵性，最能与心灵相沟通
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本来就是用语言建造的
灵魂大厦。钟嵘《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
神，莫近于诗。”吉狄马加曾指出：“诗的声音，
应该是来自诗人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写长诗
难，写抒情长诗更难。因为叙事长诗以人物故
事来串联全篇，以情节的发展推进诗篇的完
成，总有迹可循。而抒情长诗完全靠内在的情
感力量推进，这就需要丰沛而永不衰竭的情感
和巧妙的构思，集短制以成长篇。抒情长诗

《茶马古道记》对一段历史、一种生存方式进行

了生动、细微地描述，对代表传统古道精神的
文化具象深度透视和诗化再现，使诗歌弥漫着
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繁衍精神，其文化色彩和
价值判断独特而鲜明。从而构建出匠心独运、
浑朴天成又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审美境界和
诗歌抒情风格。在诗人笔下，《马蹄下的横断
山脉》《弯道复弯道》《长脚的石头》《从河谷到
山顶》都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灵性的存在，诗
人受外物感发，慧心忽启，灵性骤发，千般感
慨，万般思绪发自内心而流于笔端。以断续表
现连贯，以局部概括整体的跳跃式结构方式，
表现得别有情趣，不同凡响，浸润着书写者那
份潜在的古道情愫。诗人这种紧贴大地的书
写方式寄寓了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和诸多感慨，
使诗歌具有一种厚重、沧桑、原始的文化根性
与精神内涵。自然天成而韵味悠然，情真意切
而意象深沉，技艺纯熟而了无痕迹，清新淡远
而飘逸神奇。

读罢全诗，一位年轻的白族诗人何永飞，踏
过悠悠古道，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行走在高
原与灵魂之间。他以哲人的眼光，在游走中
触摸诗性大地，力图以出走之后回归的视野
来审视民族历史文化。面对多元文化的“混
血”时代，诗人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碎片的
拾取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呈现出现

代新诗与民间歌谣、民族史诗的混合风格。
既有内向深沉的民族灵魂的显影，也是博大
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的外化，赋予抒
情长诗崇高傲岸的冷峻气象。稍显遗憾的
是，茶马古道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诗人的脚步和视野有偏狭和局限，未能
跨出国门，以世界性的眼光将古道引向纵
深。我们期待着视野广阔，将民族文化心理
与精神历程作全方位、多层次审美观照的下
一部诗歌作品。

何永飞简介
何永飞，男，白族，

出生于 1982 年 3 月，大
专学历，大理州鹤庆县
人，曾就读于大理民族
师范学校（现为大理五
中）和供职于《大理日
报》，系中国少数民族作
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
家协会会员、大理州作
家协会会员等。

载誉而归，潜心前行
□ 何永飞

魂牵长歌惊风雨，梦回古道写春秋
□ 纳张元（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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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时代，扎根生活，以宽阔的胸襟潜心创作
□ 李智红（大理州文联秘书长）

行走在高原与灵魂之间
□ 饶峻姝（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获奖作品简介
《茶马古道记》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歌专

著。全书共有四章，分别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
“生命情弦”“历史血脉”。其讴歌和讲述的是高原
之上与这条古道相关的风土人情与悲壮故事，挖掘
和呈现的是灵魂之上与个体生命相连的自然之道
和神圣信仰。被认为这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诗行，
是诗歌界的重大收获，是“情与爱相交，血与泪相
融，冰与火相生，灵与肉相依”的净化灵魂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