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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良好传统 体现改革精神

──第八届“骏马奖”评委会有关负责人谈评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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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束后，评委会有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述了评奖工作的有关情况。 

   该负责人说，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 骏马奖 ” 是中央有关部门对全国性评奖规范整顿之后进行的第一次重要评奖。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工作，改革开放后，除了创办《民族文学》杂志，还设立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 骏马奖 ” 。这表明了党

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更加关心和重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奖，这在

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一大创举。 “ 骏马奖 ” 设立到现在，全国５６个民族都有作家获奖。对全

国性评奖规范整顿之后， “ 骏马奖 ”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

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

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必须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第八届 “ 骏马奖 ” 评委会正是遵循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讲话精神，继承了历届评奖的良好传统和做法，本

着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大力推出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宗旨，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评奖工作。  

   该负责人说，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呼声，第八届 “ 骏马奖 ” 评奖进行了改革，获奖数量有所限定。本届 “ 骏

马奖 ” 合为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评论、理论集，翻译奖７个门类，其中翻译奖只评翻译家不评

作品。６个作品奖项每个门类获奖作品不超过５部。这样，此届获奖作品只有３０部，而不再出现以往各届获奖作品达五六十部的情

况。这样的改革是为了在兼顾民族比例的基础上，保证评奖质量，提高 “ 骏马奖 ” 的影响力，倡导创新意识、民族特色和艺术个

性。这次有７个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１０部作品获奖，占获奖作品的３３％，比重超过了历届，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

视，对民族传统的尊重。近几年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十分活跃，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评委们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奖励翻译家也是

为了鼓励少数民族文字创作与汉语创作之间的交流。  

   该负责人说，这届的获奖作品关注时代，关注并表现各民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的精神风貌。许多作品在思想上弘扬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精神，在艺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理论评论方面也有所创新。获奖作品的艺术质量表明，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坛

是同步的。许多作品内涵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艺术个性，非常有力量，非常令人高兴，这些作品丰富了我国多

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负责人强调，第八届 “ 骏马奖 ” 评奖和以往各届一样，是严格按照评奖规则和程序进行的。初选和终评都有来自各省和自

治区的评委，而且地方评委的数量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初选和终评的评委中，有作家、评论家，有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有民族省区作协的负责人。在评奖工作中，每一位评委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但投票时都是一人一票，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评委们

都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职责，评奖工作始终是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该负责人还表示，按照读者的要求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愿望，今后“骏马奖”的评奖仍要继续改革，使评奖更规范化、制度化。比

如少数民族母语作品怎样才能使更多的评委了解，就需要进一步地摸索经验，以便把代表性的作品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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