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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蒲丽娜报道：10月
1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当代》杂志社、昌吉州文联、木垒县委
宣传部、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当
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文化
润疆”与当代边地书写——李健新疆题
材小说研讨会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天山下》改稿会在
南开大学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白
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
主编徐晨亮，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图书评
论》执行主编周志强等15名知名专家学
者出席研讨会。

昌吉州本土作家李健先后创作了
《木垒河》《脐血之地》等展现边地生活
样态的作品，其作品通过塑造鲜明的边
疆人物形象，表现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生活图景与边疆社会的发展
变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他
的最新长篇小说《天山下》已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申报列入中
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重点推进作品。

研讨会旨在促进边疆地区与其他
省市文化交流互动，加深彼此理解与认
同，通过文化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更好地推动新疆本土文学发展，
彰显新时代文学在文化润疆中的巨大
优势和作用。

与会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们纷纷发
言，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文
化润疆”的概念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
一致认为，文学是连接不同文化之间
的桥梁，在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边地书
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不仅能
够丰富中国文学的多样性，还为推动
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天山
下》正是这样一部能够跨越地理界限、
增进民族情感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
新疆壮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更重要的是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
的精神力量。

参加研讨会的山西大学文学院教
授王春林说：“李健是新疆最近一个时
期出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潜力的实
力派作家，他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
他的艺术品质是非常高的，对李健的探
讨同时也是对新疆文学的探讨，或者说
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研究和探
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说：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应该会成为未来文
化润疆的一个新方向，又会激励很多新
的作家，沿着文化润疆的思想来进行自
己的创作，来构思自己的故事。”

昌吉州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新
恒在致辞中说：“新疆是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的精彩舞台，真诚地邀请各位专家
老师、朋友们到新疆走一走，到昌吉看
一看，亲身体验大美新疆、醉美昌吉，感

受新疆昌吉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字，感
受这片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场景、亘古
不变的山川风物和多元文化交融的独
特魅力与价值。”

当日下午的改稿会上，专家学者们
分别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点评，并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作家李健表态：“每一个作
品，每一个故事，都是新疆过去和现在

的一个切片，我会按照专家们的意见认
真修改。今后，将怀着无尽的热情和耐
心，努力书写新疆故事，让更多的人了
解新疆，走进新疆，热爱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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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河发源于天山北麓，沿途有
丰富的玛河石。这些不起眼的石头，经
昌吉州玛河石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夏鹏飞的精心创作后，变成一幅幅色
彩艳丽、栩栩如生的玛河石画，在天山
南北大放异彩。

10月18日，在玛纳斯县中华碧玉园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夏鹏飞正在用毛
刷清理玛河石画上的沉灰。眼前的这幅作
品起名《虎啸山林》，是2003年夏鹏飞在玛
河游玩时发现的，因纹理酷似白桦林和两
只猛虎，夏鹏飞爱不释手。夏鹏飞说：“这
块石头，先后做了30多个草稿设计，直到
第三个月，偶然发现石头上的纹理像极了
密林和老虎，突发灵感创作了这幅作品《虎
啸山林》，得到了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

今年51岁的夏鹏飞，出生于玛纳斯
县，从小酷爱绘画，1997年毕业于新疆艺
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回到家乡，闲暇时

便开始玛河石画创作。他的作品大多采
用天山玛河石作为材料，根据玛河石的
形状、质地、纹理进行构思，通过精巧的
设计和绘画，给予石头新的生命，让普通
的石头“活起来”。“玛河石质地坚硬，圆
润壮硕，色彩丰富。历经河水冲刷磨砺的
玛河石，讲述着岁月的变迁，山川河流的
变化，非常适合石画创作。”夏鹏飞说。

夏鹏飞还在乌鲁木齐开设了工作
室，邀请石头绘画爱好者共同欣赏、切
磋石画技艺。20 多年间，他先后创作了

《有凤来仪》《海上生明月》《鱼跃龙门》
《小桥流水人家》等 60 多幅精品力作。
2022 年，他的部分作品在新疆美术馆、
十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上展出。

夏鹏飞说：“我从小生活在新疆，热
爱这片沃土，希望通过玛河石画的创
作，让更多的人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爱
上新疆。”

本报讯 通讯员洪德华、何红
霞报道：近日，昌吉州文联采风队
赴吉木萨尔县开展“增强文化认
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
学采风交流活动。

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
物馆，采风队一行跟随讲解员的脚
步，在各个展馆里，欣赏珍贵的历
史文物，认真聆听解说员的精彩讲
解，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实物和
一幅幅生动的图片资料，直观、全
面地了解和认识北庭故城悠久的
历史，抚今追昔，感悟北庭故城遗
址历史的辉煌与沧桑，更深刻地认
识到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在北庭故城研究院座谈交流
会上，大家一起分享采风活动感
悟，畅谈创作经验和观点，交流如
何写好文章的经验和方法。

昌吉州文联党组成员、昌吉
州作家协会主席刘河山说，作为
新时代的文艺家，要紧跟时代步
伐，感悟艺术脉动，主动担当作
为，用文字书写中国故事、昌吉
故事、北庭故事，要充分挖掘北
庭历史文化，在推动文化润疆进
程 中 ，发 挥 好 艺 术 家 的 重 要 作
用，围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贯彻到实际工作生活中进行
创作，不忘初心和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让文物说话

铜矛，青铜时代的战斗武器，1990年
在木垒县征集。矛头呈柳叶状，起脊，管
状銎，銎上有圆形穿，铸造加工。长12.7
厘米，銎径2.5厘米。昌吉博物馆收藏。

从公元前二十世纪开始，昌吉州的先
民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居民保留
着狩猎的传统经济，开始了饲养牲畜。马
的饲养使得草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
了行国，走向了辉煌的游牧文明。反映到
物质文化遗存中，出现了铜矛、青铜斧、铜
马镳、铜马衔等青铜器，提高了游牧民族
的战斗力，游牧民族传播了青铜文化，并
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
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本栏目文图均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提供）

非遗里的昌吉
——回族宴席九碗三行子

项目级别：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布时间：2012年

申报县市（单位）：昌吉市

——管銎斧

——铜矛

管銎斧，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
1991年在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采集。长18
厘米、銎高 5.8 厘米。昌吉博物馆收藏，
国家二级文物。

青铜合范铸造，短管銎式斧，銎孔
呈椭圆形，斧体柱状，柱状背有螺旋装
饰。器物非常规整，棱角、纹饰清晰。管
銎斧是北方草原带常见的一种生产工
具，或认为是兵器。这类铜斧在新疆分
布很广，阿尔泰山地、准噶尔西部山地
以及沿天山一带都有发现。管銎斧主要
发现于我国北方地区，不仅延续时间较
长，而且不同区域出现的形制也有所不
同，暗示着文化谱系和人群流动的意
义。历经数千年至今保存完好的北方系
青铜管銎斧更显弥足珍贵。

九碗三行子是指宴席上的菜全部
用九只碗来盛，并要把九只碗摆成每边
三碗的正方形。这样无论从南北或东西
方向看，都成三行，故名“九碗三行子”。
这种宴席菜不仅摆法有讲究，而且上菜
时也有名堂。一般先上四个角的肉菜，
称之为“角肉”，然后再上四个边的菜，
其中对面的两碗菜，名称要对称，谓之
为“门子”。“ 门子”菜就是菜名要一样，
但花样和原料可以有区别。它讲究荤
素、色彩、口味搭配。比如东面是丸子，
那么西边的菜也必须是丸子，但一边的
丸子可以用牛肉，另一边的丸子可以用
羊肉，另外也可分别放些鸡蛋、木耳之
类的东西，以示区别。这样要求的目的，
是增加菜的花色和品种，以显丰盛。最
后上中间的那碗菜，一般放凉菜或是别
的菜，讲究的是中间放用高丽参、兰片、
全鸡汤煲出的酸汤。

这种宴席的主食有花卷、馍馍、米
饭和油香。客人入席后，先要上小麻花、
油果、方块糖之类的点心和糖果，并要
请客人喝茶。这种做法，其目的是让远
道来的客人先休息一下、喘口气，再则
让客人们互相认识一下，聊聊天，活跃
气氛。稍稍休息后，便开始上九碗三行
子的菜。九碗三行子的制作工艺中保存
了古老的烹饪技艺。九碗菜是同时将前
一天准备好的丸子、焖子、肉片摆放在
装有碗垫的精致大碗内放在大蒸笼里
回笼的，所以上菜速度很快，十几分钟
即能端上桌，让客人每道菜都能吃上热
的。由于九碗菜都不过油，选料精细，所
以吃起来不腻人，且爽口，另有一番风
味。做九碗三行子的宴席，事先要做充

分的准备工作，要根据客人的多少，准
备足够的肉和菜，并在大笼里蒸，使众
多客人可在十几分钟内同时就餐，这就
大大减轻了主人的劳作，同时，客人也
十分满意。

九碗三行子是在特定历史和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宴席菜，是新疆厨师经过
数百年继承、吸收、创新的产物。它菜式
多样，营养丰富，用材广泛，具有浓厚的
新疆饮食风格和地方特色。九碗三行子
为保持独特口味，对其主料、辅料在选
料过程中都十分考究。“九碗”均以牛羊
肉入食，又以羊肉为主。九碗的菜全由
蒸、煮、拌而成，而不用油炸或煎炒。菜
肴不过油，爽口不腻，风味独特；淀粉、
蛋白搭配合理，科学健康，解饿壮行，民
间早有“九碗三行子，吃了跑趟子”一
说。九碗三行子的制作过程、摆法、上菜
都有讲究。盛放器具精致、色泽诱人、令
人赏心悦目。把九碗菜摆成方方正正的
三行，一来可增加菜肴的花色品种，以
显丰盛；二来照顾到各方位就座的客
人，礼节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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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春玲，女，汉族，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作者的书法作品入展由中国
书协主办的第二、三届中国西部书法篆
刻展；第七届中国·临沂中小学生书法
节；中国书协西部书界新秀系列研修班

学员综合展。
篆书《雨润天山边疆红》以清人小

篆笔意书写，用笔流畅、字形端庄、秀美
疏朗、宗法秦汉、章法自然，是作者对小
篆创作逐步尝试探索的作品。

“文化润疆”与当代边地书写——

李健新疆题材小说研讨会暨《天山下》改稿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昌吉作家李健创作了《木垒河》《脐血之地》等展现边地生活样态的作品

本报讯 通讯员孟昱杉报道：为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
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
昌吉州文旅局、昌吉州文化馆共同主办
的“茶和文化 共享非遗”茶艺文化交流
展示及非遗剪纸传习活动，在昌吉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厅（昌吉州美术馆二
楼）举办。

活动现场，自治州级非遗项目剪
纸、茶艺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吸
引了众多观众参与。通过实物展出、技
艺展示和互动体验，让观众在寓教于乐
中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在数字媒体非遗体验课堂上，视频展示
配合专业解说，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了
昌吉非遗的独特魅力。

“茶和文化 共享非遗”主题活动

在昌吉州美术馆举办

夏鹏飞：让玛河石画大放异彩
□本报通讯员 徐万里 张飞耀

10月18日，夏鹏飞正在创作石画作品。 □徐万里摄

昌吉州文联

文学采风下县市

10月13日，“文化润疆”与当代边地书写——李健新疆题材小说研讨会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天山下》
改稿会在南开大学举办。 图片由昌吉州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