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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辉（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

任）：

祝贺周伟团先生《东山顶上》出版，这

本书是中国作协 2020年重点作品扶持工程

项目中的一部作品。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又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

《东山顶上》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出版，对

我们文学界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东山顶上》第一条主线是西藏民族大

学从成立到现在的进程，第二条主线是格

桑梅朵和怡高远相识、相知、相爱一直到他

们家庭几代人的成长过程，这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展现。

吉米平阶（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作家

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个人的成长史，学校的发展史，社会的

进步史，《东山顶上》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雪域高原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

放社会巨变时代的众生群像，独特的故事、

鲜明的形象，引人入胜，是一部了解西藏历

史不可多得的文学佳品。

刘凯（西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副校

长、教授）：

《东上顶上》是对西藏民族大学办学历

史的挖掘，是对学校办学精神的弘扬，是对

一代代民大人的歌颂，更是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从 1957年的西藏公

学，到 1965 年的西藏民族学院，再到 2015

年的西藏民族大学，几十年来，学校的师生

员工一直践行、传承着“老西藏精神”。小

说中格桑梅朵、怡高远一家三代人的生命

历程，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为

了建设美丽西藏而努力学习，他们为了西

藏的稳定、繁荣而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老

西藏精神”在他们身上绵延不断，从他们身

上，我们看到了西藏民族大学的光辉历史

和美好未来。

卢胜利（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这部作品体现了周伟团身上的三个品

质：第一是他对生活的热爱。他说“活出

自己的精气神”。第二是他一直没有放弃

对文学的追求。虽然从事行政工作比较繁

忙，没有专门的时间去创作，但经过生活的

沉淀，现在慢慢爆发出来了。第三是通过

作品凝练出自己对西藏的情怀，这就是他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祝愿伟团继续热

爱生活，仰望文学，伫望西藏，创作出更多

优秀的作品。

王斌礼（西藏大学副校长，文章学研究

生导师）：

《东山顶上》是一部有担当的献礼作

品。小说将民族团结和爱情结合，是新题

材、新路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时代要求。周伟团作品里的主人公是充

满精气神的，那也是他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小

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周伟团先生的长篇小说《东山顶上》，

寄情藏陕两地，记述一所大学对于一个地

区的特殊意义，并把它置于这几十年西藏

的发展史中来观察，从个案见全局，平实中

不乏奇险，日常中可见情怀。

王海（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咸新

区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东山顶上》是西藏文学的又一大收

获，也是陕西文学的又一大收获。这部作

品文字清新简洁，故事新颖缠人，在老题材

中写出新故事，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塑造

典型的人物，周伟团做到了。这是一部让

人能安静阅读的书，是一部值得文学界关

注和批评的书。

次仁罗布（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著名作家）：

《东山顶上》是西藏文学在金秋之际最

大的收获。作为藏族人，我在阅读这部作

品的时候，觉得就是一个藏族人在书写那

段生活，感到很亲切。特别是读到洛丹蜕

变时，好像又把我童年的记忆唤醒了。

这部作品设计了众多人物，涉及西藏

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贵族、也有农奴；既

有僧官，也有俗人；既有革命军人，也有叛

匪游徒；既有迷途知返者，也有丧心病狂

者；既有藏二代，也有回归藏胞。林林总

总，通过这些人在 70年里的生活变迁，为西

藏历史树立了一座丰碑。

段刚辉（林芝市副市长、教授）：

《东山顶上》有趣，是西藏故事的生动

讲述；有料，是西藏民族大学校史的别样书

写；有情，是民族团结的真情流淌。

尼玛潘多（西藏作协副主席、著名作

家）：

《东山顶上》以历史脉络为经线，以两

姐妹的爱恨情仇为纬线，织出了西藏民族

大学发展的华美画卷，更织出了西藏社会

发展宏大而波澜壮阔的画面。《东山顶上》

是一本社会历史与个人情感交织融合的好

小说，对人性的幽微之处有深刻的探索，在

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展示了当代作家，特别

是一位高校学者应有的胸襟和视野。本书

很好地契合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主题。

弋舟（《延河》副主编、著名作家）：

丹心映校史，长篇小说《东山顶上》用

心用力，在题材开掘方面更是匠心别具，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表达，再添文

学建构的新采。

王军君（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民

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是看着《东上顶上》这部沉甸甸的作

品从创作到问世的，填补了西藏高校题材

长篇小说的空白，全书脉络清晰，情节生

动，故事感人，语言轻灵。作者坚持现实主

义写作立场，很好诠释了秦藏两地的深厚

情谊，用心书写了中国故事的新篇章。

刘东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董事

长兼社长）：

《东山顶上》这本反映西藏教育发展和

社会巨变的长篇小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出版，我们深感荣幸。以图书出版献

礼西藏教育沧桑 70 年的巨变，我们感到非

常有意义。

苏仲乐（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

授）：

《东山顶上》是周伟团创作的一个突

破，这本书描绘的画面结合西藏陕西两地

的风土人情更为独特，宏大的社会变迁过

程历史感很丰满。作者对史料有比较恰

当、娴熟的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

合显得很自然。

蓝国华（西藏社科院科研处处长，著名

文学评论家）：

一段纯洁美好的真挚爱情；一段燃情

岁月的如火激情；一片爱藏建藏的浓烈真

情。《东山顶上》以小切口展现大局面，彰显

真情怀，抒发正能量，在浪漫的诗意中记录

历史的足音，在如歌的行板中舒展时代的

画卷，真实描摹了西藏当代社会历史的发

展变迁，生动呈现了边关儿女抉择奉献的

心路历程。

胡沛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西

藏评论家协会理事）：

西藏民族大学培养的学生为西藏社会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之前没有一

部作品能体现出来，《东山顶上》做到了。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另外，该

书取材繁杂，取舍精当，很好地展示了作者

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

杨辉（中国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部作品写了近 70年西藏波澜壮阔的

历史，但我认为作者主要的笔墨放在前 30

年。而前 30年恰恰是社会变化非常大的历

史时期，作者通过《东山顶上》写出了这个

时代重要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如果能用影

视的形式呈现这部作品的内容，我觉得一

定会很精彩。

次央（西藏民族大学学工部部长）：

《东山顶上》是一本爱国主义教材，我

会向西藏民族大学的学生进行推荐。我也

觉得可以把它拍成一部电影，让西藏年轻

人去了解，从而厚植我们的爱国情怀，知党

恩、感党恩。

扎西拉姆（西藏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院长）：

《东山顶上》生动延续了藏汉民族自古

以来的深厚情谊，由此让我更加了解和热

爱西藏民族大学，这就是这部书的重要意

义之一。

张学海（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东 山 顶 上》是 一 部“ 红 与 白 的 协 奏

曲”。“红”就是作品里面的革命叙事。建校

史是一个宏大的革命主题，这是作品叙述

的主要线索。“白“指的是格桑梅朵和怡

高远纯洁的爱情故事。历史因为写了个人

而有了质感，爱情因为有了宏大历史背景，

而显得非常有时代特质。

周德清（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诗

人）：

西藏民族大学的学子，或者跟西藏民

族大学学子有各种各样关系的这群人，他

们全程参与或者见证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

的历史。周伟团通过《东山顶上》这样一部

小说来表现个人的成长史、西藏民族大学

创办的历史以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

的历史，题材选择非常巧妙，语言叙述非常

精妙，故事情节非常奇妙。

徐琴（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西藏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周伟团是西藏第一位致力于高校题

材 创 作 的 作 家 ，从《东 山 顶 上》可 以 看 出

作 者 对 西 藏 有 深 厚 的 情 感 ，对 西 藏 是 有

大 爱 的 。 这 部 作 品 体 现 了 汉 藏 一 家 亲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作者对西藏风俗、

历史典籍、地貌的描写，经得起社会文化

学的考察。

任秀丽（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

记）：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年

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心上。”当仓央嘉

措《在那东山顶上》这首诗出现很多次的

时 候 ，浪 漫 的 情 节 一 下 就 出 现 了 。 除 了

寓 意 爱 情 之 外 ，这 首 诗 还 寓 意 主 人 公 对

事业的热爱就像热爱明月的玛吉阿米一

样。

陶国山（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东山顶上》填补了西藏高校题材作品

的空白，体现了周伟团“风景这边独好”的

写作技巧，也显示了奇美的地域文化。读

这部书，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走进西藏，走

进援藏的大军里来。

黄波（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部作品的主题非常好，充满了正能

量 ，是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好 作

品，填补了西藏高校文学题材的空白。

胡艳（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

我是“藏三代”，虽然我在区外工作，但

是我有很深的边疆情结。我希望把这部呈

现西藏和祖国关系史的精彩文学作品，推

荐给大众，让更多人了解西藏。

魏春春（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西

藏曲水县委副书记）：

《东山顶上》以西 藏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历 程 为 切 口 ，展 现 和 平 解 放 70 年 来 西 藏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历 程 ，具 有 开 创 性 的 意

义；以爱情为把手，巧妙地将青年男女的

爱 情 与 民 族 团 结 结 合 在 一 起 ，体 现 出 汉

藏一家亲、秦藏情谊深的文化意识；以重

大 历 史 事 件 为 线 索 ，呈 现 出 社 会 主 义 新

西 藏 坎 坷 而 又 铿 锵 的 发 展 路 径 ，且 表 现

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即无论如何，社会主

义 新 西 藏 的 前 进 步 伐 是 不 可 阻 挡 的 ，西

藏各族群众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

不可阻挡的。

普布昌居（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东山顶上》不仅思想主题积极正面，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第

一，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格桑梅朵从一

个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者到一名当家作主的

国家干部的精神成长全过程，这个人物既

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格桑梅朵与怡高远

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故事有他们个体的特

色，也是那个时代一代人情感经历的缩影，

作者写出了他们这代人的精神本色，折射

出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时代风貌。第

二，细节描写真实感人。《东山顶上》中有许

多细节描写很生动，突出了人物在特定环

境里的心理。

王志华（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伟团先生的新作《东山顶上》，表现

出一种遥远的历史回响，是当代人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重新勾勒，表现出作者

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担当。就《东山顶上》而

言，我认为这部书的优长之处，在结构方面

是以小见大，从西藏民族大学的历史发展

折射出西藏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在语言

上是简洁朴素，可读性强；人间烟火气息与

历史政治风云很好地交织在一起。

《东山顶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展现

周伟团先生的长篇小说《东山顶上》是中国作协 2020 年重点扶持项目中的一部作品，是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的献礼之作。该书围绕农奴出身的格桑梅朵

姐妹的成长经历以及与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战士怡高远和贵族少爷巴鲁云丹之间的爱恨情仇，

通过中国共产党在区外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校——西藏民族大学 60 余年的办学过程，呈现

三代人的学习、工作与成长，见证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到脱贫攻

坚的伟大历程。

《东山顶上》出版后，在西藏民族大学、林芝、拉萨分别举办了研讨会和作品分享会，多位

专家学者分别作了评论，现摘录如下。

柯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