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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上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

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56个民族的作家代表共襄盛举。在

开幕式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省作家代表

领队畅谈了他们参加此次创作会议的感受。

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包银山表示，这次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铁凝主席的致辞

和钱小芊书记的讲话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总结又有部

署。一是进一步提升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既是文学工作也是民族工作，

必须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一全国各民族人民最高利

益的高度去认识其重要性，不断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

想和价值引领；二是进一步理清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

思路，明确了今后几年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指导思想、

主题主线、使命任务、发展道路及工作着力点；三是进一步增

强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使命感紧迫感，深深感到在新

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内蒙古作家将紧密

结合内蒙古文学实际贯彻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为繁荣我国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出新贡献。

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说，感激、感奋、自豪、自强是他

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心情和感想。

会议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

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作家的亲切关怀。党的十八大以

来，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作为

一名壮族作家，他倍感骄傲自豪，也倍感责任重大。中国

作协贯彻中央要求，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给予空前投入，

连续多年多批次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

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

的文学生态和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广西各民族作家的创作

积极性，形成了你追我赶、共攀高峰的生动局面。参加此次

会议的10名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代表纷纷表示，要通过自己

的创作真实反映时代，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共同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

大贡献。

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参加过五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会议，他说，从当年的文学新人到现在的作协主席，从当

年的普通代表到今天的领队，他亲历和见证了30多年来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这次会议的主题和氛围

给他最大的感受是：从以往注重和强调各少数民族文学单一

族群叙事低吟浅唱的独奏曲，到今天汇聚成唱响中华民族大

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宏大合唱和交响乐章。这是新时代的文学，更是中国梦

的寄托。从各民族代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中，能感受到他

们的青春阳光，感受到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不断壮大和成

长。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

族文学事业撑起了中国文学风景的一片高地，但文学之巅，

山高路险，我们仍需努力，团结各民族作家，共筑中国文学

辉煌的高峰。

宁夏文联副主席雷忠说，铁凝主席的致辞饱含自信、热情

洋溢，她用“团结、时代、创新”三个关键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

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和独特作用，为我们做好少数民族文

学工作的组织和发展指明方向。钱小芉同志的报告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

验，对今后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导向明确、思路清晰、措施

具体，坚定了他们做好工作的信心。总结成绩，展望未来，作

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他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艰巨。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谈到，铁凝主席在致辞中

用“筚路蓝缕，鞠躬尽瘁”来形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的各项成就，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依靠团结繁荣

创作的事业，是依靠讴歌新时代再创辉煌的文学事业，是依

靠创新开创未来的民族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也提出

了要求。钱小芊书记全面总结了民族文学创作工作，对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新局面，少数民族文学

园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作家队伍人才辈出、充满活力。这

次全国性的各民族文学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学工作健

康发展，鼓舞少数民族作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时代学

习，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云南作协驻会副主席胡性能谈到，特殊的省情决定了云

南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担负着民族团结和谐的重任，还担负着

边疆“文化安全”的重任。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

的文化传承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取得的成果，在充分

体现各自民族文化自觉的同时，也影响着本民族的精神走

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学书写在构建

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信各项少数民族

系列项目的实施，一定会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繁

荣和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唱响新时代民族文学的交响乐章
□本报记者 丛子钰

“虽然北京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但我的心是火热的。我觉

得非常新鲜，也很激动，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满族作家宋

丽晅第一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难掩激动之

情。“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我们各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也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共

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自上海

的苗族作家代表刘炜说。

少数民族作家在坚守传统创作的同时，也不断汇入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的大潮之中。经过20余年的积累，少数民族网

络文学创作队伍逐渐壮大，作品日渐丰富，年轻的少数民族

网络作家，将民族文化、当代生活与网络样态紧密连接在一

起。

“江边傩送”是壮族作家陈朝金的笔名，这个源于《边城》

的笔名，标示着他文学之路的起点，也隐喻着他的写作与民

族性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第一次参加少数民族创作会议的

陈朝金谈到了近些年自己观察到的网络文学创作现状：从早

期迎合市场的导向，到如今全方位创新，并赋予小说社会责

任担当，创作手法从缺乏思想沉淀的幻想主义发展到接地气

的现实主义，用故事构造和人物塑造表达作者自身的世界观

与艺术追求。

“70后”作家刘炜的网名是“血红”，他的目标是写一亿

字，目前已经写了近5000万字，代表作《巫神纪》在2018年

入选为“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刘炜说：“早几年的

创作，更多是依托热情来写，有一种满山放羊的感觉，想到哪

里写到哪里，只求一种酣畅淋漓的感情释放。”在网文圈有着

16年写作经历的他认为，网络文学虽然建构的是超越现实

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要更注重在想象空间中追求

真切的现实质感、现实逻辑，让读者感觉一切都可能发生在

自己身边。

“悬疑推理是类型文学中的小众，读者数量不多，但粘性

很高。”来自贵州代表团的苗族作家朱双艺是一个致力于悬

疑推理题材写作的人。在他10年的创作历程中，主题基本不

变，但写作手法发生了明显转变。早期以讲好故事为核心，如

今除了讲好故事以外，更多会涉及普通人忽略的社会现实状

况，以作品引起读者对生活的思考。而第一次尝试现实主义

题材创作的瑶族作家赵磊，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国铁路发展和

改革状况的现实主义作品《铁骨铮铮》。“我第一次写这样题

材的作品，太具有挑战性了。未来的写作对我来说，依然仍重

道远。”今年刚加入中国作协的赵磊感慨到。

满族作家甘海晶刚开始写作时，主要以比较流行的网文

元素诸如穿越、玄幻、古装等为创作主题，现在更多转向现实

题材类型，贴近当下的生活。“我最近完成的作品《刺猬小姐向

前冲》，是以流传千年的手工刺绣为灵感，挖掘传统文化的当

代价值，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甘海晶对此跃跃

欲试。

对于网络作家而言，少数民族的身份让他们的写作多了

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对这些丰厚的写作资源，如何

深入领会、继承，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们而言是机

遇，也是挑战。擅长仙侠、玄幻写作的刘炜计划创作以中国传

统神话故事为架构的三部曲长篇作品，《开天录》是第一部：

“网络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想象空间的无穷尽。我的写作并

不会仅仅局限我是苗族人，我的书中有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

明元素。”宋丽晅则对满族语言和文化在自己这一代人中的

失传有些伤感：“从我妈妈这辈开始，就不会本民族的文字和

语言，旗服也没有穿过了。”但宋丽晅还是捕捉到日常生活中

一些割舍不掉的文化，比如经常挂在嘴边的老理儿、一些婚

丧嫁娶中的规矩等。同样来自满族，甘海晶在写《帝妃本色》

时，注意在传统饮食、人情往来等民风民俗上借鉴本民族人

的生活习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上天马行空的幻想元素，达

到写实与虚构两者的平衡。朱双艺的作品有一以贯之的民族

特性：“我的作品一直都能看到本民族的元素，比如《诡域档

案》里我写苗族的岩洞葬，很多读者觉得新颖。我一直希望把

自己民族的一些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有更多了解。”

大到世界宇宙观的建构，小到衣食住行、一针一线，面对

取之不尽的民族文化，“如何写”也成为是大家最大的困惑。

赵磊目前正在写《一世兵王》和《铁骨铮铮》两部作品，前者已

经创作了两年多，超过400万字。赵磊觉得瑶族身份对自己

创作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书写与民族有关的作品，需要大

量的资料整理与采风调研。他说：“我尤其渴望在与其他前辈

作家的交流中，了解如何运用本民族特性书写现代故事的经

验，寻找未来写作的总体方向。”

每个民族都有流传下来的民俗传统，每一个民族的文化

和历史都值得深度书写。正如刘炜所说，“我们要做的是如何

从中挑选好的内容、好的素材，将其运用在我们的创作中，让

作品更有吸引力，让读者一眼难忘。”朱双艺认为，只有做到

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相整合、

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相融合，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才能

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 （康春华）

在想象空间中追求现实质感
——少数民族网络作家代表感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的日渐繁盛，少数民族文

学理论批评及翻译的队伍也已然初具

规模。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回族的白

崇人是此次最年长的参会代表，他曾参

与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

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近40年后，他再

次参与到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中。谈到这次的参会感受时白崇人表

示：“会议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

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就，并为其今后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必定使我

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洪流中取得

更大的进步与繁荣。”他进一步提出了作

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应有的专业素养，不

仅包括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还需要有

系统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以及全面的

历史文化知识。白崇人认为，当下研究

和评论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的学者以汉

族为主，培养对少数民族历史、风俗、文

化更为熟识的多民族文学理论和评论人

才也非常重要。

此次参会，不仅有少数民族文学理

论批评界的资深专家，也有密切关注当

代文学现场的青年学者。“80后”满族学

者黄平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上海代

表参加创作会议。近年来，他在高校从

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的一个重

要方向，就是关注当代文学写作怎样能

够更有效地凝聚共同体，即在尊重各自

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学的“共情”达到

充满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团结。他特别

指出，通过学习这次盛会的相关材料及

领导讲话，青年学者有机会与各地文学

同行进行深度交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进一步理解

了文学所在乃是大义所归。同为“80

后”的土家族学者魏巍也在思考这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指向，他认为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必须回答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及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问题，既要立足于民族，同时也应该具有超越民族的文化视

野。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族

群的文学，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更应该有走向世界的

阔大胸怀。真正把民族的、世界的文学有机结合起来，既要

有民族文化自信，也要有包容他者文化、容纳其他民族文化

的胸怀，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

民族文学。

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土家族学者杨彬看来，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70年来，形成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凸显

民族团结主题、开掘民族文化内涵、探索多元创作手法的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特色。经历了作家队伍从单一到群体、主题

内容从政治到文化、创作方法从一元到多元、成就地位从边

缘到前沿的历史巨变。她把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作家

团队生动地比喻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在未来

将共同肩负着为各族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使命，创作出更加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除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整体评价以外，许

多学者从本民族文学研究历史和发展现实出发，呈现出不同

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内蒙古作协主

席、蒙古族学者满全在此次参会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本民

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他谈到，内蒙古文学研究的问题

根本在于内蒙古文学的文化基因或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即

“欠发达”地区文化。许多作品在思想深度、哲学思考、宇宙

认知、题材挖掘、情节处理等方面，与一流文学作品存在着明

显差距。正因如此，满全认为当代内蒙古区域文学“仍在崛

起的路上”。

多年来，潜心致力于青海地区民族文化研究与文学评论

的“70后”土族学者毕艳君认为，作为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

区，青海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以及多元的民族文

化生态，青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以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

独特表现，在丰富了青海当代文学的同时，也形成了别具风

格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走向。毕艳君对于新时代少数民族文

学的发展前景，有着较为乐观的期待：“各少数民族作家在国

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良好氛围下，应该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抒写这个时代的伟大，为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重要贡献。”

与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一样，新疆地区的多民族文学也

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女作家、学者赛

娜·伊尔斯拜克着重谈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

繁荣发展，需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化认同，

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提倡超族别意识的中华

民族叙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多民族文

学的建构。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人

物，书写新故事，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

作品。

好的翻译作品带有纯粹而美好的文学光芒，能够为读者

送去心灵盛宴，甚至还能以它的真善美，引领一代又一代人

的成长。有着13年文学翻译经验的蒙古族翻译家哈森，正在

着手译介蒙古国的诗歌以及国内蒙古族作家们的母语作品，

同时也向蒙古国系统译介中国当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对文

学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哈森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

动力源泉，她认为，文学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应该把原文所

表达的思想内涵、情感基调、结构图谱、文体风格等要素完整

再现给译文读者，才能让异域文化陌生而新鲜的气息互动起

来，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境界。

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报以希望与期待的同时，我们

也应该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学者白崇人表示，当下少数

民族文学理论建树不足、文学批评相对薄弱，缺乏更深刻的

挖掘分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彝族学者纳张元认为，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就勇敢承担起了“窗口”和

“桥梁”的使命和任务。但是，从近年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的整体面貌来看，部分写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关

注不够，缺乏对现实题材的提炼和驾驭能力。纳张元特别

强调：“我们应该重新辨析民族文化的价值。因为民族文化

的内部优劣并存，其中许多被假象遮蔽的真理容易招致曲解

和误读，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开掘

和提炼。”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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