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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少数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而“民族”在这

里可以从多个视角认识。由此，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

中民族性的内涵是丰富而变化的。少数民族文学，从

题材内容、语言表达、心理活动、精神体现，以及作者

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点。更重要的是，这里的

民族性存在着论述区域的相对性。从世界范围看，中

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显出中华民族个性，而以中国

地域为视角，少数民族作家就有更多机会创作显现

自身民族特性的文学作品。

民族性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

识带来思想高度。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

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民族平

等、团结、自治、发展。我想，这应该成为认识民族文

学中民族性的基础。以这个规定性政治内涵为基础，

民族文学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才有了抗拒不和谐

声调的持久能力。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就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

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项国家制度。实

际上，它继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就是要讲

多元，还要讲一体。哲学上有“一与多”的关系论述，

如多元与统一相互依存，包括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

多样性、不变与变之间的关系等。上个世纪50年代，

在总结少数民族工作经验时，有人提出“部族”问题，

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

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我想，

这里讲的就是“一体”观。中华民族的“一体”，是由56

个民族的“多元”所构成的；既尊重“多元”，更强调“一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进行民

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学评论的重要遵循。就是说，对“民族性”

的认识，应站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把握思考问题的

根本原则和总政策，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民族性认知是国家的基础，而现代国民的共同体

情感，使我们对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认识，又向政治意识的

纵深前进了一步。我们由此更加清晰地看到，“国民情感”的生

成和维系，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的，它超越单一民族，

彼此共生、根脉相连，最终形成情感交集的命运共同体。民族文

学创作就是这样一个平台：留住民族情感的丝丝话语，再现民

族风貌的一点一滴。

民族性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注入了审

美力度。文学艺术有种种价值，诸如教育价值、娱乐价值等，但

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把民族文化和区

域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已经成为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生

活中的美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需用情感去体悟去观照，没有

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没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就难有准确

的“民族性”传递给读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心理的培育积淀。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与各民族的独特贡

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各民族都有值得夸

耀的地方，也都有应该彰显的东西。就是说，中华文化也是“多

样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统一。

审视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对于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

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多个地区文

化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

因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在中

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域，或称六大板块，

即黄河地区、长城以北地区、巴楚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西南地

区等，而且以新石器遗址文化为代表，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

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一观点打

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

心的传统认识，反映了民族与区域特点的相互交融，以及我国

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

体，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多源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民族文化的发展既不是单独也不是同步的，各区域文化发

展过程有快有慢，有碰撞也有融合，由此培养起来的文化性格，

都应成为文学创作活动捕捉的方面，那里不同的生活习俗、精

神信仰、心理状态，是民族文学独特性存在的根基。

如果不能把握这其中的丰富、深刻和动态的内涵，就

不能于审美意义上理解这个“民族性”，也就不能对

多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有全面的

认知。

民族性中的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

识带来深度。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不同

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马克思说：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

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

联系着。”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我们对民族历史的认

识会更深刻，对“民族性”内涵的理解也不会失去应

有的洞察力。

之前，我在贵州铜仁地区采访，那里山衔川界,

水接楚流,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地

方。当地投资文化旅游项目，把一个老旧矿山打造成

一个朱砂古镇，是他们近几年经济转型的一个项目，

由此开辟出一片历史与时代的交汇地。

因为在铜仁万山有著名的朱砂开采场，开采史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埋藏着一段不可忽

视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国家曾允许他们在社会

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有一定自主权，就是实

行所谓羁縻制度。自西汉至清代，羁縻制度经历了边

郡制、羁縻州府和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尽管形

式有所不同，但在特定时期都对适应和保持少数民

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土司制度起始于元朝，兴盛于明朝，衰落

于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央政治权力中心的地

区，为解决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历史上西南、西北地

区，如桂、滇、川、黔、鄂、甘、青等省区，都推行过土司这种特殊

制度。贵州一直以来有四大土司，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叫“思播

田杨，两广岑黄”。这说的是古代西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四大土

司。两广是岑姓和黄姓土司的势力范围，而贵州的思州和播州，

又分别是田家和杨家的天下。谁能想到，贵州建省雏形居然与

土司田家的所谓“二田争砂”事件有着直接关系。这里揭示了历

史的大场面：羁縻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既给各民族因

地制宜自主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等创造了条件，又促成了各

民族互相交流并走向团结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历史传统的深刻阐述。

当文学与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文学作品就有了厚度。

有的作家常常纠结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固守张扬，还是有限

度呈现？我想，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就有了准确表达的自信力。

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有阵痛、变异与成长，这是时代的必

然。即然是现实生活，民族文学就应该并努力呈示自己的存在，

但那是一种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的存在。因为对于

民族文化同样必须思考的是坚守、吸收还是摒弃的问题，不应

单纯追求民族特色或符号，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为民族文学的

特色。正像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说的，“只有把自己的创作与国

家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紧密连接，我们的作品才会具有人民

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理解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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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万岁——多民族朗

诵诗精选》出版了。在征集诗歌

的两个月时间里，共收到200

多位诗人近千首作品，投稿之

踊跃，参加人数之众多，是我

始料未及的。这其中，有成名

已久的大诗人，有实力派的诗

人，更多的是“80后”、“90后”

的新人新作。在审读诗作的时

候，一则以喜，一则以愁。欣喜

的是，这些作品中，气势恢弘

的有之，格调高美的有之，语

言具有音乐美的有之，为此破

除了我近些年在阅读新体诗

时产生的困惑与沉郁。然而发

愁的是，部分诗作没有逃出

“随意，急功近利，缺少生活、

想象和敬畏心”的“魔咒”，致

使这些新体诗虽有感而发，语

句也流畅，但是缺少了——哪

怕是一句，让我激动、沉思或是拍案叫绝的诗句。很显

然，这样的诗句没有燃烧到我，感染到我。特别值得反

思的是，一些诗作，以追求大白话、口语化风格为时

尚，甚至从日常用语到一些粗话也成为津津乐道的

“特点”。在我看来，那不是诗，是说话，是文字的拙劣

组合。当然，这样的作品没有资格列选本书。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诗人，迅速地将情感表达出来，

让文字定格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好的习惯。思想的火

花、灵感及独特的感受，时常转瞬即逝，不抓住就会留

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做事，讲究事缓则

圆；做文，讲究推敲、打磨、精练。好诗歌、好文章写完后

是要沉淀的，须反复琢磨后再进行修改，做到情感固化

与理性挖掘相结合，才能成为较为完美的作品。凡是名

家都有过这样的创作经验，作品写好后过几日再回头

审视一番，就会发现有许多逻辑关系、语言表达方面的

问题。人在异常激动的时候往往行动和言语都会有些

“过”，甚至会有词不达意的情况发生。鲁迅先生说他的

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而曹雪芹也用“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的方式创作了不朽之《红楼梦》。由此可见，强化理

性的“二度创作”会有更出彩的句子顺势而出，结构韵

律也会更加完美感人。

诗歌创作非同小说、散文等作品，字字应提炼，

句句须推敲，穷尽感性和理性的全部智慧，方能写出

千古绝唱。

如今是全民写作时代，谁都可以在微信上、微博上

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是隽永的作

品，不是所有人能够操练得好的，古语说“术业有专

攻”，常言道“技艺有高下”，不然为何有作品的高低优

劣之分？

针对诗歌写作过程而言，我有4句话16个字作为

准则：思想要哲（哲理），眼光要特（独特），人性要挖（挖

掘），句子要啬（吝啬）。时时提醒自己不忘这“16字

诀”，写作便不可以随意、任性而为之。

读者喜欢与否是衡量诗歌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时

间的磨砺淘洗出诗歌的经典之作。对于优秀诗人，生活

是食，人民是水，祖国是魂。无论你生于乱世还是生活

在当下，这是时刻不能背弃的准则。

作为一名诗人，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如何从

诗歌创作的角度对现实生活进行伦理、政治和美学

层面的解读？纵观古今，凡伟大的诗人无不是饱读经

典、漫游天下、深入市井、体味沧桑、忧国忧民，才创

作出一首首代表时代风采的绚丽诗篇，屈原、李

白、杜甫、纳兰性德等著名的诗人，为所有后来者树

立了典范。本诗集所选的作者极尽虔诚之心学习效

仿他们，注重从看似平常、普通的生活中汲取素材，

再完成翻转、出新、换血似的升华；将现实生活经由

思想的过滤、精神的洗礼，引向伦理、政治、美学等更

高层面的体验与认知，为诗坛带来思想与艺术相融

合、相统一的新风尚，树起了新坐标。

优秀诗人在扎根生活的基础上，还要炼就一双高

飞的翅膀：一只是幻想者的翅膀，一只是预言家的翅

膀。诗人在驾驭这双翅膀时，辅以知识积累、创新思维

以及不惧风霜雨雪、不随波逐流的人格特质，才能成

为受百姓喜爱、诗坛尊重的诗人。

常人的呼喊是从喉咙里发出的，而诗人的呼喊是

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常人的直白是优点，而诗人的直

白是致命伤。一些诗人责怪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太

平”，说什么苦难才能出诗人，其实任何时代都会造就

优秀的诗人，同时，优秀诗人也歌颂了所在的时代。

本书所精选的70首作品，呈现了我们所处的伟大

时代波澜壮阔的图景。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第一面五

星红旗升起时的豪迈激情，回味改革开放冲破艰难险

阻的铿锵足音，追忆往昔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展望未

来国富民强的东方巨人风采……这些诗歌向我们昭

示：共和国的14亿儿女，将以先辈的牺牲精神、奉献品

格为指针，走出一路芳华，写下更加精彩的乐章。

“70年——70首”，虽规模宏大，但也难免挂一漏

万，还有一些“大鱼”漏掉了。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将所

有好诗“一网打尽”，这只是一次启航，迎着朝阳驶向

远方，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诗歌征集中，做到网尽千帆

姿影，推送万般绚丽，高奏文明旋律，绽放时代华彩。

中国诗歌的神奇魅力就在于对生活物象

的打磨和书写。放大物的能量，并把自己的

情感寄托于物，这是当代部分少数民族诗人

开辟的又一路径。对于这些诗，我们若不加

以细读，就无法领悟其所呈现的艺术魅力。

纵览21世纪的中国当代诗坛，不难发现，当

代诗歌创作的确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诗人

们秉持先锋精神，并不断超越自己，同时又

坚守都市化、民族化的创作立场，推陈出

新，尤其是在表现青年人思想情感方面更趋

向于艺术化，他们通过审美意象的建构，彰

显诗歌文本应有的亮丽与豁达。这一点，年

轻的藏族诗人沙冒智化以多重审美意象为铺

垫，注重表现审美意象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和

文化价值，创作出一首首既坚硬质朴又浪漫

飘逸的抒情诗，呈现了当代抒情诗歌的另一

重美。

从沙冒智化的诗集《光的纽扣》（作家出

版社，2019年版）中发现，建构独特意象是

其所有诗歌呈现的最大亮点。从诗的结构层

面而言，审美意象是其诗歌的精神所在，这

些意象都体现着中国美学的无限魅力。中国

美学认为：意象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整

个中国美学体系可说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的，举凡比兴、兴象、意境、境界、形神、

情景、虚实、隐秀、文质等范畴都从不同层

面、不同角度说明意象，而沙冒智化的诗真

是通过多重意象来言说他的情感世界与生活

哲理。

石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代际的标志，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智

的飞越。中国文学对石头的书写历久而弥

新，《红楼梦》从“石头记”拉开序幕，讲述

中国封建社会悲欢离合的故事。回归大自

然，无处不在的石头是最普遍的构成元素：

筑成路的石头，人们感受它的奉献精神；商

柜中的石头，人们感受它的艺术审美；刻成

六字真言的石头，人们感受其散发的信仰光

圈；沉在河底的石头，人们看到其助水溅起

的浪花等。对石头的多层面的书写，呈现了

诗人沙冒智化的智慧与敏锐，这是心对物的

感知。中国美学认为，物成为审美对象，并

进而成为艺术创造之题材之物；心是进入审

美，才成为进入艺术思维的艺术家的心。

沙冒智化的诗基本上都涉及石头或与石

头有关的建筑，题目中直接出现石头的有7

首。而一些诗中，石头体现的是一种施舍精

神与慈悲情怀，比如《重生的约定》中诗人

说：“把黑夜披上身，肉体绑在天葬台上/撕

烂自己，托给神鸟/寄去世外的宇宙/把血脉

注射给石头”。天葬是藏族习俗，其体现出一

种施舍精神与对死亡豁达的疯狂，把肉身撕

烂给神鸟，把血脉注射给石头，这本身是人

回归自然的“齐物”思想。庄子在 《秋水》

中主张“齐物我，齐生死，齐贵贱”，宣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首诗

无疑体现着生命回归自然的豁达。而在《到

了尽头不要回来》中，他进一步写到“吃着

一口泥土/心化为石头/你可以种进花里/自称

是石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亲和，心化为石

头隐喻其坚硬与不屈的人格。在这里，石头

的精神价值就是诗人的精神所在，很显然诗

人是赞赏石头的。万玛才旦小说《嘛呢石，

静静地敲》中体现了藏族人对石头的崇拜。

在中国文化中，月也充满了人类学的意

义，中国古典诗歌中，留下了许多咏月的诗

词：如杜甫的《望月》，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等，中国古人的咏月诗常以借

月抒怀或借月忆情为书写方式，传达着对月

的不同情怀。

自古以来，月以它的永恒性穿越历史云

烟，散发着诗意的光环，成为古今诗人不断

歌咏的对象。除了石头，月也是沙冒智化诗

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在生活中，月最容易触

动人的情感。月在沙冒智化的诗中是以三重

情感言说的：一是以月喻个人身世的孤独。

以月书写孤独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经验的继

承，李白 《静夜思》 是以月表现孤独与凄

凉，这一经验化创作我们能够从沙冒智化的

《世外诗行》 中得以体会。这首诗中诗人

说：“摆在夜空流星花园里/孤单度过一夜/

月光的碎片上沾满/未写完的一首诗”。诗人

是写自己夜晚的孤独，这种孤情也熔铸成了

他的才气。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用艺

术形式表现情感的主要途径便是寻找一个与

此情感相吻合的客观对立物，借以传达出主

体的情感指向。这些客观对应物亦即艺术意

象大都具有明显的特征，沙冒智化正是以孤

月抒发孤情的。

二是以月喻爱，这层写意可以从短诗

《白色梦》中得以佐证。这首诗仅仅六句，就

生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诗人说“水中

有一个月亮，弯弯曲曲，/一条小鱼抓着她的

辫子，/把她拉进屋里”。月在这里已经是一

个美貌女子的形象，没有丰富的想象，就很

难吐出这样类似于动漫的爱情诗句。月在中

国古代本身包含着多重爱情悲剧，“嫦娥奔

月”成为后世吟诵的爱情悲剧佳话，所以，

以月喻爱的手法在作者这里并不是东施效

颦，而是一种经验的借鉴。诗真的是要有情

感，否则就不会写得如此浪漫，沙冒智化的

诗中，明显地能够感受到宗教信徒的那种自

由与浪漫，所以在《世外诗行》中诗人最后

说“把心关进笼子，闭目诵经”，这又是另一

重人生境界。

三是对月的崇拜。中国古代的神话中，

留下了关于日神和月神崇拜的记载，月的圆

缺，使古代的中国人掌握了准确的时间。不

难发现，沙冒智化借用月的文化内涵与独特

的意义，写下了许多关于月亮崇拜的诗，体

现着他的自然情怀。我们可以从《圆脸》《古

音》《我不相信夜是黑色的》等诗中感受到。

沙冒智化将他的诗集起名为 《光的纽

扣》，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纽扣”这个

神秘意象背后生成的意义。这部诗集中，出

现纽扣的诗不足10首，但诗集命名为《光的

纽扣》，可见纽扣在诗人心中隐藏的分量。

纽扣的普遍意义是帮人缩紧衣衫，防止

不修边幅、没有规则。细心思虑，纽扣何尝

不是人生的起点，扣好第一枚纽扣是走好人

生第一步的关键，纽扣也可以是人生事业开

始的符号，是环环相扣的业绩链条。这个意

象的建构可以说凸显了诗歌的当代性价值。

生活中，人出门做事之前必须先扣好纽扣，

穿戴整齐，这是人品德修养的见证，因此儒

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

是仁德修养的又一方面。他建构的纽扣意象

对读者的启发是：保持你坚强的秉性，树立

你坚定的信念，走好人生的第一步，怀着柔

情和救赎之心，有担当的勇气，你才算扣好

了纽扣。

沙冒智化诗中还有鸽子、花、水、露、

山等许多值得研究的审美意象，可以说是物

的文化能量的发现者，同时也是物的文化内

涵的书写者。

诗意的另一重呈现诗意的另一重呈现
——沙冒智化诗歌的审美意象研究 □□朱永明朱永明（（藏族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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