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
的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
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
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
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
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 的 先 辈 上 过 战 场 ， 迎 来 了
新 中 国诞生的黎明 ；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
春 和 忠 诚 ； 也 许 您 家 里 有 一
张 照 片 ， 见证了70年历史的某
一个瞬间 ； 也许您的名字就叫
“建国”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 以 “个
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
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字 。
来 稿 请 注 明 “我和我的祖国 ”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
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我和我的祖国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苏苏延延根根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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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的确良衬衫

我再相信一次我与妈妈达
成的承诺： 如果我这次能够顺
利地考进高中， 妈妈就会给我
做件的确良外套， 我信心满满，
丝亳不敢放松， 从开始上学到
现在 ， 和我一道读书的孩子 ，
留级的留级， 辍学的辍学， 到
初三还在读书的同学， 十个当
中也就剩二至三个， 再想升到
高中已是凤毛麟角。

在冲刺阶段， 我将双腿插
在水桶里 ， 躲避肆虐的蚊虫 ，
任凭汗水从脸颊横流， 我仍然
穿长袖褂， 热了用芭蕉扇扇几
下， 借昏黄的煤油灯聆听午夜
钟声， 黎明时又开始晨读。

在县城上高中之前， 妈妈
终于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卖掉
夏收的大豆和花生， 在镇上的
供销合作社为我扯回来一块雪
白的的确良布料， 它引来家里
人羡慕的目光， 但人人都很服
气———我是全家第一个即将去
县城读书的人， 穿戴好点儿也
是情理之中。 同妈妈自己织的
老土布比起来， 的确良白得耀

眼， 光滑柔软， 经过熨烫后有
棱有角。 “能够穿的确良衣服
的人， 不是城里人， 也是去城
里读书的人”， 哥哥的一句调侃
相当实际。

报到那天， 还有许多像我
一样从农村来的学生穿的依然
是家里的土布衣服， 同我一个
寝室的十个人中， 有一半想拥
有一件的确良外套的梦想 ， 都
被他们的父母以各种理由否定。

在温饱勉强可以保证

的年代， 要想改善生活质量确
实难上加难。 在妈妈兑现我这
件的确良外套后， 过春节， 因
为卖掉了大豆， 做的豆腐都少
了。 因为卖掉花生， 春节炒的
花生也少了。

很快， 重点高中三年的学
习生活一晃就过去了， 那件陪
我入学的的确良外套还是崭新
如初———从高中入学的第一天
起， 我脱下的确良外套， 像大
部分同学一样， 还是穿妈妈织

的老土布衣， 因为我知道， 我
家的环境与他们一样， 没有什
么与众不同， 都是靠父母姐妹
兄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赚
取微薄的收入， 虽然我是全家
的希望， 但因为我已耗尽了全
家之力。 “知识改变命运”， 一
个人的努力和智慧与衣着光鲜
没有任何关系。

每次放假回家 ， 我还是一
身老土布褂， 以至于妈妈始终
认为我有将衣服弄丢的嫌疑 。
我没有过多解释， 也不再向妈
妈要新衣， 因为每次回家， 妈
妈给我凑的生活费都是一张张
皱得不能再皱的毛票， 我找不
到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去要求妈
妈为我的外表镀上皇帝的新装，
我始终认为， 三年的高中学习，
我已是家里最沉重的负担。

去高校报到那天 ， 当我踏
上远行的列车， 我看见了全家
人相送时噙满泪水的眸子。 他
们与我战斗在一起， 激励我前
进的方向不动摇。

大学， 已为我们准备好了
宽敞的教室 ， 明亮的图书馆 ，
幽静的校园， 无忧的衣食住行，
我只带去了勤奋和学成报效祖
国的心。

这是一份没有远去的记忆，
无论岁月变迁 ， 我的记忆里 ，
永远有一件白得发亮的的确良
衬衫。

淡泊名利， 一心爱国， 这是
国学大师季羡林一生的写照。 回
顾他的百年人生， 辉煌的学术成
就与豁达通透的人生智慧， 始终
交融于他博大的思想宝库里。 这
本随笔集 《一生自在》， 分别从
书中自在 、 人间自在 、 心境自
在、 人身自在、 生命自在等五个
方面， 较为系统地论及了自在之
于工作、 事业、 生活的关系。

书中， 季羡林以平民化的视
角， 亲切自如的说辞， 与我们就
自在的话题， 展开了层层递进式
的探讨 。 他说 ， 对普罗大众而
言， 活得自在一点， 是许多人的
生活目标 。 那么 ， 自在从哪里
来？ 季羡林觉得首先要从书本中
寻来 。 他说 ： “人类要生存下
去， 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 因而
书也就必须读下去。 特别是在当
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 我们必须
及时得到信息。 只有这样， 人才
能潇洒地生活下去， 所以非读书
不可。” 鉴于此， 季羡林主张每
一个人都应该抱着开卷有益的旨
趣， 力求从自在读书的悠然里，
去觅得人生中那份长久的自在。

这世界有着很多的精彩， 人
间的自在又在哪里？ 对此， 季羡
林一语中的地指出， 我们要正确
处理好与大自然、 与他人、 与内
心的 “我” 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
告诫说， 与大自然相处， 要遵循
天人合一的法则； 与人相处， 要
真诚相待相互包容； 对于个人心
中思想感情上的矛盾， 则要消除
私心， 以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
致远” 的态度修正自己。 做到了
这几点， 自然就能体会到人间的
祥和与自在。

季羡林对自在有着透彻的了
解， 他能从普通的生活小景中，
悟出很深的道理， 并予以深入浅
出的解析。 一次山中遇雨， 虽然
打消了他观景的兴致， 但却从与
路人愉快的交流中， 体会到往来
交际的人情之美。 书中， 他意味
深长地写道： “就是在那种极其
困难的环境中， 人生乐趣仍然是
有的。 在任何情况下， 人生也决
不会只有痛苦……” 这启迪着我
们，有时候换一种角度，以广阔的
胸怀去看待一些困窘， 从不自在
中，一样能寻出一些怡然的自在。

对大多数人说， 不管身处顺
境逆境， 自在它始终都在那里。
书中 ， 季羡林表达了这样的观
点， 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意
义与价值后， 就会以成熟和理性
的修为， 检视自己的得失， 进而
从生命的进与退、 舍与得中， 挖
掘出真正的自在， 并从对它的细
心珍视中， 去进一步把握自在的
深刻内涵。

生活需要自在， 人生不可妄
自菲薄 。 从一代大师季羡林身
上， 我们看到了他坦荡、 清醒中
所洋溢出的那份大自在。 愿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像季老一样， 顺应
本心，不为外物所扰，用一生的自
在， 不断延展生命的宽度， 欣欣
然中活出一个潇洒美丽的人生。

□黄东光

让自在
美丽人生

———读季羡林随笔集
《一生自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不断繁荣土家族文学
创 作 ， 促 进 全 国 多 民 族 文 学
繁荣发展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学会与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 重
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商议， 决定
举办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评选。
现将本届参评作品征集事宜公告
如下：

一、 奖项设置
1.文 学 专 著 5部 ， 每 部 奖

金 5万元 ； 包括诗集、 散文集、
小说集、 长篇小说、 长篇报告文
学集。

2. 单 篇 5 篇 （ 首 ） ， 每 篇
（首 ） 奖金2万元 ； 包括中篇小
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报
告文学、 评论。

3.单篇新锐奖2篇 （首）， 每
篇 （首） 奖金1万元； 包括中篇
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作者年龄在40岁以下。

二、 评选办法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参照

鲁迅文学奖、 “骏马奖 ” 等全
国规范性文学奖评选办法具体组

织评选。
三、 推荐范围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

31日期间， 凡是土家族作家在中
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 以
及其他民族评论家写的关于土家
族文学的汉文评论皆可参评。 不
接受多人作品合集、 选集及个人
多种体裁文集参评。 每人限报一
部 （篇） 作品。 单篇作品以首次
发表的时间为准， 书籍以版权页
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中
篇小说指篇幅在 2.5万字以上 、
10万字以下的小说， 长篇报告文
学字数要求在10万字以上。 已获
国家级文学奖项的作品不在评奖
范围。 结集参评的作品， 应在评
奖年限内出版， 而且在出版时间
之前四年内创作的作品应占结集
字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四、 征稿办法
1.由地方作协 、 出版单位 、

专家推荐。
2.作家个人投稿， 须提交个

人身份证复印件。
3.参评者填写 “第二届土家

族文学奖推荐名单”， 推荐表附
后， 连同作品寄送至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学会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
奖评奖 ” 办公室 。 参评作品要
求， 专著每部寄送样书5本， 单
篇每篇 （组） 作品寄送原发报刊
原件或复印件5份 （为避免寄送
作品遗失 ， 最好选择邮政速递
EMS方式， 其他快递人员无法进
入学会大楼）。 《推荐名单》 须
同时发送至评奖指定邮箱。

五、 本届参评作品征集截止
日期为2019年8月31日， 以邮件
寄出地邮戳为准。

六、 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

会评奖办公室 （北京东城区建国
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文学研究所 办公室 收）

邮编： 100732
联系人： 孙老师
电话： 13911162327
邮箱： liudaxian2005@126.com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9年7月29日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征稿启事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参评作品推荐名单表

注： 此件填写后跟作品一起寄送评奖办公室， 并将word文本格式发至指定邮箱： liudaxian20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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