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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和美术，成了我繁忙工作之余的第二职业，因

为经常下乡收集素材，所以加班加点、夜间工作是平常

事。每次只要我投入创作，就会感觉时时刻刻都在‘燃

烧’自己的思想，为之着迷，为之激动，并从创作中‘呼吸

新鲜的空气’。”

杨年华现任西藏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

作协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杨年华创作的报告文学《国旗

阿妈啦》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纪录片《国旗阿妈

啦》《索桥上村落》获金鹰奖、金鸡百花奖；电影《雪域丹

青》荣获伊朗国际电影节“特殊银幕奖”；美术作品《沐浴

节》获“世界华人艺术大奖金奖”等。文学、美术、书法、

影视作品在国内国际获各种大奖，曾先后获得先进工作

者、优秀公务员、优秀党员、全区双拥先进工作者、民族

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对于杨年华而言，创作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6 年 9 月，轰轰烈烈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本想考艺

术院校的他，阴差阳错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坐

上了去往四川眉山训练场的火车。3 个月新兵训练结束

后，他来到了拉萨某部队服役。

参军后，从小喜欢文学艺术的杨年华一天也没有忘

记过考上大学的梦想。

在部队里，杨年华利用午休和其他空闲时间，全身

心投入到学习当中。1989 年，通过努力学习，他考上了

西藏大学。

考上大学的过程十分艰辛，当年，从部队考地方艺

术院校在西藏还没有先例，不仅要求是标兵或荣立一等

功，还必须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 30 篇以上，这些要求

对于一个士兵谈何容易。

为了上大学，杨年华一有空就步行到西藏日报社，

拜著名山水画家刘万年为师。3 个月后，他的 40 多篇

（幅）绘画、文学作品先后在《西藏日报》《拉萨河》发表，

并被西藏军区评为“自学成才标兵”，而争取到了入学考

试资格，进入西藏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班学习。

在大学里，他担任西藏大学学生会主席，多次荣获

“三好生”、奖学金获得者、优秀团干部等荣誉。1992 年，

毕业后的杨年华志愿来到阿里地区工作。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暗暗吃

惊。当年的狮泉河镇，镇中心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土

路，土路两边挤满低矮的土房。漫长的冬季，气温常常

降到零下 40℃……

“这里能待吗？”杨年华问自己。

然而，阿里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神秘古远的文化

遗存却像磁石一样紧紧吸住了他，他又继续像一个战士

一样迸发出工作热情和创作激情。

16 年里，杨年华历任共青团阿里地委办公室副主

任、阿里地区文广局党组成员、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阿

里地委信息督查科科长、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阿里

地区文联主席，世界书画家协会华北协会理事（研究

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研究员）等职。创办了《阿里

报》，组建了西藏阿里作家民间文艺家协会、美术书法摄

影家协会、音乐舞蹈曲艺家协会。

他走遍阿里的山山水水，创作了《神奇的阿里文化》

《生命在世界屋脊之巅》《圣土的诱惑》（英汉文）《踏着孔

繁森的足迹》《踏尘香巴拉》《古格天梦》《苍洱春秋》《西

藏阿里文化源流》等作品，其中，报告文学《雪域之魂》是

专门为纪念孔繁森而创作的。

杨年华说，他至今还记得，写作生涯中的第一次感

动是一种悲痛与继承的感动——那是在写孔繁森事迹

之时曾有过的。一方面，他曾经担任过孔繁森的秘书，

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孔繁森；另一方面，他也想

时刻牢记孔繁森书记的教诲，更好地继承老领导的遗

志。

化悲痛为力量，他加班加点写作，一个月内完成了

《雪域之魂》报告文学的书稿。此后，杨年华继续出版了

多部书籍，获得了“珠峰文学艺术奖”荣誉奖等奖项，文

学创作的铿锵脚步从未停歇，一直延续至今。

2005 年，杨年华从阿里调入自治区文联。一天，杨

年华突然接到日喀则地委宣传部的电话，邀请他到樟木

镇，采访撰写一篇报告文学《国旗阿妈啦》，杨年华欣然

前往。

“阿妈啦的故事，很早就打动了我的心，当时从报

刊、电视上了解到一个如此让人敬仰震撼的题材，我就

想着，若是将它写成翔实的报告文学一定好极了，名字

我都在心中起好了，就叫《国旗阿妈啦》。”这样的写作机

会居然落在自己身上，杨年华欣喜若狂。

为了写好这个平凡阿妈啦的不平凡事迹，杨年华下

了不少功夫。

在采访中，语言的障碍都不足一提，最困难的就是

阿妈啦当时已是高龄，不能多说话，得靠杨年华自己的

观察与感知。如何重现老阿妈农奴生活这一块，也是

一个大难题，得靠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与影像资料方

可下手创作。正因下了苦工，他主笔的这几个章节，

获得了众多评论家和专家的赞誉和肯定。杨年华成功

塑造了这个个人命运跟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平凡而伟大的榜样。报告文学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

目前，杨年华正在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创作，准备

出版长编小说集《雪国》《古格王妃》《谭冠三将军》《拉萨

尘封五千年》等书。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由他编剧的电影《布

德之路》即将上映；刚杀青的格萨尔电影《梦归三色湖》

以及纪录片《说唱艺人扎巴》《索桥上的村落（下集）》等

也即将和观众见面。

行走在高原的文化传播者行走在高原的文化传播者
—记著名作家、编剧杨年华

本报记者 刘斯宇

图①：杨年华骑马深入农牧区采访。

图②：杨年华与“国旗阿妈啦”次仁曲珍老人在交谈。

图③：杨年华慰问五保户妇女。

图④：《国旗阿妈啦》获奖证书。

图⑤：杨年华工作照。

图⑥：杨年华接受央视采访。

图⑦：杨年华（左四）在《国旗阿妈啦》研讨会上与专家和演职人员

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杨年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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