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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上午，著名作家阿云嘎先生
追思会召开。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冀晓
青，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包银山，
阿云嘎女儿塔娜、那日苏，作家哈斯乌拉、
刘成、邓九刚、尚贵荣、哈达奇·刚、乌雅
泰、萨仁托娅、布仁巴雅尔、阿古拉泰等
20多人参加追思会。内蒙古文联副主
席、作家协会主席满全主持会议。

阿云嘎先生 1947年 12月生于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旗包乐浩晓苏木。1968年
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翻译专业，后
分配到《鄂尔多斯日报》任编辑，1982年
后历任伊克昭盟广电局副局长，伊克昭盟
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盟委委员兼任中共
伊金霍洛旗委书记。1995年调任内蒙古
文联党组书记，1999年至2010年之间连
任内蒙古文联第五、六届主席。

阿云嘎先生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
出版有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僧俗人间》
《有声的戈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燃烧
的水》《拓跋力微》，中短篇小说《大漠歌》
《幸运的五只岩羊》《浴羊路上》《狼坝》
等。阿云嘎先生的作品为大漠草原而书
写，从个人的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对本民
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生态环
保、民族文化精神宏扬、传承及保护、民族
历史的发展变化等等的思考，个人经验故
事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现代化的进
程联系在了一起，与国家现代化的诉求关
联在了一起，深刻反映古老草原在新时期
的巨大变迁。

阿云嘎先生不仅创作成绩斐然，也是
我们自治区文艺界广为人知的淳厚长
者。他善良、质朴、豁达、坚韧，为人谦和、
待人真诚、与人友善，对于重要问题又不
乏原则和立场。在这种独特人格魅力的
感染下，自治区许多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
都与先生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知己好友。
在自治区文联工作的十五年时间里，阿云
嘎先生与文艺界情缘愈深，为自治区文艺
事业的发展，为自治区文联工作的推进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担任主要领导期
间，自治区文联各项工作取了长足的发
展，文艺创作更加繁荣、人才培养更加有
力、对外交流更加广泛、组织建设更加扎
实，内蒙古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呈现出一
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为我们进一步推动自
治区文艺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跨越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追思会上，大家共同追忆与阿云嘎先
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怀念阿云嘎先生豪爽
的性情、坦荡的胸怀、出众的才华，探讨他
在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纷纷表示
要像他那样热爱人民、热爱生活，要把学
习阿云嘎先生的优秀品质内化为更加自
觉的品德修养，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发展
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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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阿云嘎先生

阿云嘎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族作家，在近五十年的文学
创作历程中，他以对广阔草原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眷恋，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精神家园的不懈坚守，以蒙
汉两种文字，创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
和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奠定了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当代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短篇小说《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

《大漠歌》《浴羊路上》分别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一等奖等国家和自
治区重要文学奖项，其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是《人民文学》首
次全文刊载的由蒙古族作家创作、蒙古族翻译家翻译的蒙译
汉长篇小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对于推动自治区文学创作繁荣
发展、扩大内蒙古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具有重
要意义。

阿云嘎先生的离去不仅是自治区文艺界的巨大损失，也
是自治区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他优秀的思想品格、杰出的
文艺实践和崇高的精神风范，是自治区文艺界永远弥足珍贵
的财富。我们召开追思会，深切缅怀阿云嘎先生的同时，希望
充分发挥以阿云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引领示
范作用，引导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旗帜鲜明、立场
坚定的优秀品质，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以昂扬向上的文艺作品凝聚自治
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始终坚持为草原书写、为
人民放歌的责任担当，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找寻灵感、汲
取营养、丰富创作，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现实题
材文艺作品；要始终坚持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将
创作作为中心任务，将作品作为立身之本，勇攀文艺高峰；要
始终坚持崇德尚艺、德艺双馨的精神风范，自觉追求创作与修
身共进，追求人品和艺品俱佳，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 冀晓青

惊闻阿公驾鹤行，痛彻心胸热泪涌。
处事待人称榜样，一生亮节与高风。
创作等身皆精品，文坛不幸陨巨星。
知心知己兄弟谊，千秋万代留美名。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杨啸

阿云嘎是草原文坛宿将，是我们草原文艺天空上的“领头
雁”，是新时期内蒙古文学的优秀代表，其作品是新时期蒙古
族小说的一座高峰。从最初写诗到专攻小说，从蒙古语文写
作到蒙汉双语写作，从荣获内蒙古文学大奖“三连冠”到在中
国文坛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长篇小说《满巴扎仓》，
他从未停歇探索突破的脚步。进入新世纪，他连续出版了《燃
烧的水》《有声的戈壁》《拓跋力微》《草原上的老房子》《天边那
一抹耀眼的晚霞》等七八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还发表了《狼坝》

《黑马奔向狼山》《天上还有铁丝网吗》等多篇优美精湛的短篇
小说。我认识他并与他在文坛共事三十多年，他是我亲密的
文友。我研究他的小说，写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挖掘》《成
功的艺术探索》《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杰出代表》等评论，在

《蒙古学百科全书》写了他的词条，在《当代中国蒙古族历史》
中写了他的评介，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读本》中写了他的章
节。我认为，在他的笔下，蒙古族短篇小说被雕刻得更加精
彩、更加精湛。他的优美精湛的短篇小说和深邃悠远的中长
篇小说已经深深镌刻在当代蒙古族小说创作的丰碑上！

——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策·杰尔嘎拉

2020年4月25日，当我把《草原》创刊七十年的约稿《依着
草原长大》发给阿云嘎，不一会儿他就发来信息：“读了一遍，
很感动。我们那一代，真的把文学视作生命的一部分。”那是
一篇培养我们的《草原》几十年关注扶持、滋养成长的轨迹。
我们都是《草原》培养起来的蒙古族作家，可真正把文学视作
生命，让文学成为生命精灵的是阿云嘎，他是我们那批人的典
型和榜样。1984年 12月，我的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和阿
云嘎的《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同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文
学创作“索龙嘎”奖一等奖的时候，我们是多么自豪与兴奋！
从那时候起，阿云嘎一直是我们那批文学追逐者的领头雁，一
直是从文学高原冲向文学高峰的勇士和英杰。《吉日嘎拉和他
的叔叔》《大漠歌》《浴羊路上》直到《满巴扎仓》，一部部宏文，
一部部巨著，为内蒙古文学，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争得了光彩
和荣誉。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哈斯乌拉

阿云嘎是蒙古族，我是汉族，但是我们相识 30多年，亲如
兄弟。从1986年内蒙古作协和北京《十月文学》杂志社联合举
办的“阿云嘎、肖亦农、邓九刚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到今天，已
经36年了，漫长的时间里，阿云嘎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
象。他没到文联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有联络。那时候就觉
得他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的感觉非常好，中短篇小说虽篇
幅不长，翻译过来后就能感觉到只有蒙古族作家才能写出来
那种草原风味。老一辈的汉族作家也都写过草原的小说，我
自己也出版过长篇小说《牧人之家》，后来就放弃了，有种文化
核心部分的东西是无法模仿和体会的。四十多年阿云嘎在文
坛辛勤耕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是内蒙古第二代各民族作
家中代表人物，是众望所归深受拥戴的领军人物！失去他这
个文学好伙伴好领袖令我万分悲痛！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邓九刚

阿云嘎的小说大都是人物不多，单线发展，没有离奇的情节，
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怪诞的悬念，也不哗众取宠。有的却是善良、
仁爱、宽容，还有蒙古族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和追求。他的《大漠
歌》《吉日嘎拉和他的叔父》《浴羊路上》《送礼》等作品向人们揭示
着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为人处世的哲学——热爱生活、热爱家乡、
珍惜人生、忠厚坦诚、永远刻苦进取的纯真而又美好的心态。因
为有了他笔下呼之欲出的主人翁的善良和勤劳，又加之他细腻的
描写，那些寸草不生的沙丘沙梁，干旱少雨的草原，显得格外美丽
可爱。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我真切地体验到，阿云嘎的人格
品位和作品魅力，像水与乳交融，相得益彰；阿云嘎在接人待物
中，处处表现出忠厚，是那种带着坦荡和憨气的忠厚。

——鄂尔多斯文联一级创作 乌雅泰

阿云嘎是一位现实主义创作名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写小说
到他发表最后一篇小说为止，他一直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
路。

他的小说主题鲜明，构思清晰，结构严谨，人物鲜活，语言生
动，最大的特点是精致，通篇作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但也无法删
掉其中任何一句内容。他最早获“索龙嘎”奖一等奖的短篇小说

《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就已奠定了这个基调。他的小说创作始
于1970年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主题先行论”的影响，但阿云嘎却
将它当做一种纯创作方法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其发挥得淋漓
尽致，以致让他的小说永远站在思想家巨人的高地，这就是 1980
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大漠歌》无可争议地一举抢占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先锋阵地的缘由。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哈达奇·刚

我担任《哲里木文艺》杂志主编时，一天阿云嘎打来电话
说：“老布，您可能知道在你们库伦旗额勒顺苏木达产淖尔嘎查
有一位名叫扎·哈斯巴根的青年作家。可怜啊，他在学生作业
本的背面写了作品寄给我，很明显是偏僻贫穷地方的人。如果
你们杂志有稿纸，拜托您寄给他几本可以吗？以后，您来呼和
浩特，我替那位青年给你敬三杯酒！”阿云嘎给人的感觉是平时
不太爱管闲事，从不因自己的事麻烦别人，但却如此怜惜和关
照着基层的青年。

我负责通辽市文联时，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内蒙古党委
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及通辽市市委宣传部、通辽市文联联合，决
定在蒙古族曲艺艺术大师——琶杰、毛伊罕的故乡扎鲁特旗为
两位大师竖立纪念碑，阿云嘎为此事专程来到通辽市。他嘱咐
我们说：“为著名说书人琶杰、毛伊罕竖立纪念碑一事非同小
可，而且中国文联副主席、曲艺家协会主席罗扬要来。我的讲
话稿你们就不用管了，好好协调嘉宾们的事吧。”他确实是多年
担任秘书长的老手，深知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一句话就为我
们解除了精神负担。越学识渊博的人，越谦虚，我从阿云嘎的
身上看出这一点。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布仁巴雅尔

阿云嘎是一个宽厚仁爱、平静热忱的师长，是古人所说的
真实意义上的良师益友。待人接物，他的脸上永远是那一副和
善信任的笑容，这个笑容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永远定格，成为标
志。相信会有更多的作家同仁也存有这种感受。在文联的十
几年中，我没见他生过一次气、动过一次火。他的胸怀，能够包
容一切。与阿云嘎相交，你才能理解什么叫宽容，什么叫平静，
什么叫虚怀若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涵弘
博大，包举囊括，不争名，不争利，淡泊宁静、宠辱不惊，这就是
阿云嘎。

做文上，阿云嘎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他的写作成就也主要体
现在小说创作上。他的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使
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国内一流作家相比毫不逊色。阿云嘎天性
敏悟，思想深邃，对人生、事物有着独特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
他十分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所在。他在领导着自治区的文艺
事业的时候，也从没有放下手中之笔。他是为文学而生的。

——内蒙古文联一级创作 尚贵荣

阿云嘎先生为自治区文艺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把为
人、做事、从艺高度统一，以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赢得人们尊
重和喜爱，成为内蒙古各民族文艺家团结、和谐、奋进的标志性、
领军性人物。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做好挖掘、整理与翻译、研究工
作，弘扬传承阿云嘎先生精神与追求，继续把阿云嘎先生作品宣
传推介到全国文坛，扩大草原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包银山

阿云嘎先生是用毕生的精力和汗水为人民抒写、为祖国歌
唱、为党抒怀的一代文人。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他的作品质朴
并深邃，他的人格高尚并纯粹，他的作风耿直并豁达，他的追求执
着并远大；他所描绘的世界就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中
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是全人类的精神世界。

阿云嘎先生向人们展现出的是豁达、安详、快乐和洒脱的一
面，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其作品中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
的凄凉和沧桑感。这种凄凉和孤独感来自于草原，来自于人类。
他是真正感受到草原的凄凉和人类的孤独并予以表达出来的作
家。他是属于草原的作家，是大智慧者，他是属于人类的作家，是
大思想者，他思考的是人类本质性问题。

——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 满全

长篇小说《满巴扎仓》

长篇小说《满巴扎仓》

长篇小说《有声的戈壁》

（本版图片均由内蒙古文联提供）

——自治区文艺界人士在追思会上的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