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原上

【画外音】2022 年 8 月 25 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凭借中篇小

说《荒原上》成为青海省首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

【现场效果声】颁奖晚会现场

【画外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

青藏高原的想象，那就是——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高耸的雪山和淳朴的牧民。辽阔

的德州草原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在它最美的季节里，这里苍翠欲滴，漫无边际。相较于炎

热酷暑的内地，草原的夏天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知道，大自然也

是两副面孔。

【画外音】冬季的到来使这片土地变得冷峻、荒芜。狂风、沙尘、暴雪成了草原的常客。

大自然开始冷落万物生灵，仿佛在告诫众生，谁才是主宰者。

【同期声】作家 索南才让：“这是我弟弟家的最后一批(羊）了，有 280 多 290 只母羊，

这是最后一批冬天的羊羔，还有第二次下羊羔的母羊，9 月份 10 月份下了羊羔之后，到了

第二年的 4 月份 5月份，它又会生一次，生一个羊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它会生两次

羊羔，生两只羊羔，不过那样对母羊的体质伤害比较大。骑摩托车就可以从这上去，这条

路就是以前我骑摩托车骑出来的一条路。冬牧场离这有 3 公里多，走路特别费事，有的时

候我是经常骑摩托车这样走，你看，现在是我弟弟沿着这条路走，以前是我走。”

【画外音】1985 年，索南才让出生于青海省海晏县甘子河乡德州村，依山傍水的德州草原

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辽阔的牧场。作为纯牧业乡的蒙古族，索南才让和他的祖辈们

一直以放牧为生。12 岁那年，读了四年书的索南才让便辍学回了家，与许多年龄相仿的孩

子一样，开始了放牧生涯。离开校园后，放牧成了索南才让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都会眺

望蔚蓝的青海湖，看荒凉枯寂的草原、山峦铺开远去，而更多的时候，他会百无聊赖地发

呆，等凝固了一般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直到某一天，索南才让在叔叔家里看见了一本

被当做厕纸的书本，上面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年少的索南才让，那光怪陆离的世界，那飞

檐走壁的人物，让他的想象终于冲破了草原的天空，飞到了一个从来不曾接触过的地方。

从那一天起，索南才让开始疯狂的迷恋读书。疯狂到每天放羊的时间都不够，他埋头在书

本的世界里。因为有书读，所以不孤独，索南才让甚至感到日子突然跑得那么快，仿佛早

上刚刚来到草场里，羊群还没来得及吃几口草，自己还没读上几页书，天就已经黑了。白

天的时间不够用，他便打夜晚的主意。当索南才让的阿爸阿妈都睡去了，他会偷偷地爬起

来，将房门堵得严严实实，然后把煤油灯点起来，趴在昏黄的油灯下沉浸于书本的天地中，

直到东方发白，他才打着哈欠睡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的、眼前晃动的尽是书中那

些英雄人物们。他想象着要是有一天，他也变得和他们一样了不起那才不枉此生啊。

【同期声】作家 索南才让：“这些东西是我们青海省的察森敖拉老师给我的，我看了一



些但好像没看完。有很多讲俄罗斯的，《从编辑的角度谈创作》这个我好像看了，对这个

看过对我很有帮助。《丁玲同志谈创作》你看这都是 1980 年 6 月份讲的，我好像以前还是

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看的好多东西都是俄罗斯（苏联）的。”

【画外音】后来，阅读已经不能满足索南才让对于知识的渴求，2007 年，22 岁的索南才让

开始尝试写作，并将一篇名叫《沉溺》的小说寄给当时由赵元文先生主编的《金银滩》文

学杂志。

【字幕】2023 年 2 月 28 日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蒲池乡坪儿上村

【画外音】这位肩扛铁锹，漫步在田间地头的中年男子是原上草，本名赵元文，甘肃武都

人，青海省海北州文联原副主席。退休之后，潜耕自留地，爱好书法，随性创作，锻造诗

歌，撰写散文，在自家小院儿，天马行空，情趣悠然。

【同期声】海北州文联原副主席 赵元文：“现在既是朋友，人家有时候称呼，也就是有

时候在别人跟前称呼说我是他的恩师。是老师但是在我跟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个朋友。这个

关系甚至可能达到一种友情也是，老师也是，到后期朋友开玩笑说，他当初总觉得好像就

我跟索南（才让）的关系好像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现场效果声】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老师您就保重身体。

好再见。”

【画外音】说起索南才让，就不得不提起赵元文，因为当年初出茅庐的索南才让在写作起

始阶段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位伯乐，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同期声】海北州文联原副主席 赵元文：“索南（才让）的创作说实话也是一个漫长艰

难的（过程），后期他停了，他就到北京打工去了，最后他租了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没下

水，然后就把那个厕所腾出来摆了一张桌子。三年回来，突然他给我就拿来了两个短篇，

我读完那种兴奋的，特别兴奋的那种样子就是我读完。我说三年不见，突然就上了一个很

高的台阶。”

【画外音】在索南才让完成第一篇作品后，他的信心倍受鼓舞，于是他趁热打铁，想要继

续将心中的灵感用文字的方式抒发出来。但文思泉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一时间，创作受

阻的索南才让觉得异常艰难，可再艰难，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没有时间写作，索南才让

就减少睡觉的时间，就这样，慢慢形成写作习惯的索南才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创

作 3000 字，这个目标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2011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存在的丰饶》。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陆续完

成了长篇小说《野色失痕》、《哈桑的岛屿》并发表了一系列成绩斐然的作品，直到后来



中篇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

【字幕】江苏省南京市

【画外音】南京一直以来都是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枢纽，一系列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在南京

被翻译成中文。同时，南京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名著走向世界舞台的桥头堡。索南才让受邀

前往南京，参加文学分享活动。

【字幕】2023 年 3 月 17 日

青海省西宁市曹家堡机场

【现场效果声】

在活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参与本次活动的领导及嘉宾，他们是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索南才让老师，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本场的学术主持李徽昭老师。”

索南才让：“但是在后来重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对这个文本的思考发生了变化，所以

我起名是《荒原上》。我当时觉得这可能是最贴切这个小说的一个名字，他照射的是牧人

的一种心境，其实真正的荒原不是外面的荒原，牧人的心是一个真正的荒原。”

【画外音】来到南京，除了参加活动，索南才让还特意抽出时间，跟一位老朋友见了面。

吴越，评论家，非虚构作者，中国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编辑，同时也是索南才让《荒原

上》的责任编辑，对于作品《荒原上》的后期修改，吴越感触颇深。

【同期声】《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 吴越：“索南（才让）是我的所有作者里

面修改稿件最聪明的一个作者，这个我以前也有聊过，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超过你的

预期，这个我觉得很意外。所以像他这样这么愿意改，而且能够改的很好的人，才能脱颖

而出，确实他的这种成功就不是偶然的。很多人可能看到的就是说年纪挺轻的，来自青海

的一个蒙古族，之前也干过很多工作，好像他的这种成功是一种偶然，幸运之神特别垂青

他，其实我就觉得不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就有写作者当中特别稀缺的天赋和才华。”

【现场效果声】

我们举办了一个分享会，我是《译林》出版社的，介绍一下今天三位嘉宾，中间这位

是我们的作家索南才让，鲁迅文学奖的得主，我们《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书《找信

号》。这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教授何平先生。这位是《收获》杂志的编辑吴越女士，

索南先让先生的这个获奖作品就是在《收获》首发的。

索南才让：我的作品中的很多原型，他更多的应该像一个父亲一样的一个角色，他延

伸到我这个作品中的时候，这个作品中的这个原型就成了他的儿子，他们有血缘关系，但

是他们是两个人，我觉得这可能更准确一些。

【画外音】面对这纷至沓来的光环与荣耀，索南才让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心存疑问。

【同期声】作家 索南才让：“有人说我是牧人小说家，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小说家，其



实他们都错了，我可能最真实的、最准确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个牧人，没有其他的身份。可

是我现在已经不放牧了，那我还是牧人吗？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

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

七岁，但他跟我说了好多，有的时候我还能梦见他牵着我的手，走在一片草地上跟我说很

多很多话，但是我听不清楚。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

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他们肯定更想不

到我们生活过的这么多地方，都被我写进了书里面。”

【字幕】2023 年 3 月 3 日

青海省西宁市

【画外音】龙仁青 ，青海作家、翻译家，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原

创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索南才让一样，同在青海湖畔长大的

牧民作家龙仁青，对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环境有着独到的见解。

【同期声】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龙仁青：“索南才让他生活在青海湖边，他的身份是

一个牧民。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头可以看出来，他的阅读和书写是一点也不传统，一点也不

落后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他的写作手法，或者他的阅读就会

陷入一个滞后或者落后的一个状态上去，不是的，他依然有非常先锋的，非常前卫的阅读。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文学写作的这种水平的提高和他受了几年教育并没有多少关系，比

方说莫言，比方说更早的我们会说到沈从文，都是高小或者小学的文化（水平）。索南才

让之所以拿到鲁奖，我觉得是他是一个自我教育的典范，他就这样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成

就了自己的作家梦。”

【画外音】索南才让经常说除了作家身份，我还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略有成就的背后

离不开家人地默默支持。由于忙于创作，孩子的学业、家庭的日常使索南才让无暇兼顾，

但家里没有人抱怨，反而得到了万分支持。两个可爱乖巧的女儿和温柔贤惠的妻子成了索

南才让文学事业背后的力量源泉。

【现场效果声】

明天一天都不在，去把我书房收拾一下。一杯可乐，一杯可乐。说的啥？要一个大瓶

的可乐呢。不许喝可乐。那一杯蜜雪冰城。我后天上来的时候给你买沪上阿姨。

【同期声】作家 索南才让：“可能写作也一样吧，刚开始的那种缺陷有很多的，很糟糕

的，甚至是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最纯粹的。当你写的时间久了，写

的多了之后你会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其实一个好作品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想法。所以到了这

一两年，我才特别理解那些写着写着就不再写了的那些作家们，我觉得他们可能发现了自

己的问题，可能就再也接受不了自己的那种变化了，所以这样的作家可能是最好的作家，

最纯粹的。

以前在小镇上逛书店的时候，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放在最高的地方，每一次我进



去都会仰望它，我知道它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书籍对人的成长可能是所有的帮助中

最好最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所以书籍对人的一种影响力，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让

你这个人完整的去认识你自己。我特别怀念以前那种读书的认真的劲头，那种专注。我拿

到一本书，我会立刻就进入这本书的世界，没有其他的杂念，我可以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整

个精神都投入到这本书中去。其实人最适合读书的年龄段可能就是少年时期，你什么也不

懂，所以你才会吸收的那么好那么快。”

【画外音】索南才让在文学这条河流上已经航行了十七个年头。有很多苦楚是当时难以接

受过后却云淡风轻的；有很多困难是当时承重难捱之后却觉得宝贵的；有很多阻碍是当时

心酸悲伤如今却随风飘散的；也有很多欢乐是当时热泪盈眶如今却会心一笑的。在坚持不

下去的时候他怀疑过自己，否定过自己，想过放弃，想过离开这条艰辛异常而深不可测的

河流。但事实上，他却从未离去，更不曾停下。他知道这条河流上的航行永无尽头，会像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牧人一样，在这片草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