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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涛：大家好。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的风

雨历程，有着悠久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少数民族文

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的

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举办这场题为《少数

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的对谈，对70年来少数

民族文学进行一个梳理、对它的未来进行一次展望。

今天的谈话主要围绕三个大的主题展开：少数民

族发展体制机制、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问题。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于体制机制的

保障，石老师作为《民族文学》主编，您对70年来少数

民族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以来

的发展应该有很深的感触。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次整体登上了中国文坛，之后经过了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发展，在新时期又迎来了更大的繁荣，尤其

进入新时代之后，民族文学在体制机制的推动下进入

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跟中国

作家协会2013年起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关

系非常密切，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鼓励创

作、扶持创作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政策和资

金的支持。

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比如编辑出版了《新时

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还推出了如《中国当

代文学作品选册》等汉译民专项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

优秀翻译作品选》等民译汉专项作品。除中国作协大力

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外，中国作协的各直属单位，比如鲁

迅文学院、《文艺报》、作家出版社等都大力推动了少

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杂志作为中国作家协

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级的少数民族

文学期刊，更是秉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的宗旨，从1981年创刊以来，对推动少

数民族文学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今，全国55个少

数民族全部告别了口头文学的时代，都拥有了自己的

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2009年《民族文学》创办了蒙

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版，2012年

又创办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到现在

《民族文学》杂志拥有汉、蒙、藏、维、哈、朝六个文版，在

我国和世界的文学期刊界都是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陈 涛：阿舍也是切身受益者。

阿 舍：对，我从2008年就开始受益。那时候我刚

开始写作，在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突然有一天收

到了《民族文学》编辑的约稿电话，当时我非常吃惊，因

为起初作品发表在一些省级刊物上都比较难，更别说

国家级刊物了。编辑向我约稿，我确实感到高兴又意

外。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为了《民族文学》的长期作者。有

时候自己对写出来的作品都没有自信，担心《民族文

学》不接受，但是他们不但接纳了我的作品，还支持我

在文本上进行创新。2010年，我的《白蝴蝶黑蝴蝶》获

得了当年的《民族文学》年度奖，是这个奖把我送到鲁

院学习。直到今天还是经常收到《民族文学》的约稿和

活动邀请，这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少数民族作

家的写作怎么既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性经验，又对整个

社会、历史、人类的共同处境高度关注。

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受惠者，受

惠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

工程对作家不仅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更促使作家去关

注、思考少数民族和文学的发展，作家们在这种氛围中

得到了成长。

陈 涛：这些工程扶持作品约有600多项，汉译

民、民译汉翻译作品大概每年有25卷左右，今年《民族

文学》的专项工作翻译量接近几千万字，对此大先有什

么感受？

刘大先：我跟《民族文学》的渊源也比较深。2006

年左右，当时叶梅主编约我写当年少数民族文学综

述，从那开始我每年都写。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范

围来看确实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国外

也有自己的少数族裔文学，但相比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是有差别的。少数民族文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组

织性、制度性和优越性。它不仅仅是制度性的安排，

还有自身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与中华民族文化本身

复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语言多样，各地文化习俗不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

两个互相辩论的传统，一个是大一统的传统，而另外

一个传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就是因地制宜。一方面国家要统一，另一方面我们

会尊重各个地方的习俗、文化、传统。上世纪 60年

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到80年代改革开放，将

这股思潮吸收过来，变成一个新的文化多元主义的

传统，新时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传统又跟时代大的

建构相互结合。由此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它从根基上

来讲是有自身的合法性的，这个合法性不仅建立在组

织机构上，也建立在它自身的文化因素之上，这是非

常重要的。

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觉得文学是一个普遍性的概

念，没必要再给它加一个定语。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

理，但是没有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性的意义

和政治性的意义。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经常会涉及一

个理论性问题，就是民族性。它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

发展，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始终是流动的状态。认

为某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反映出某种少数民族的特

性，就把它僵化了，民族性一定是创造性的、开放的、自

由的。

陈 涛：民族性有没有一种内在、本质或者不变的

东西？

刘大先：文化是分层级的。像桌子、椅子这种是文

化的器物层面，是文化最低的层面。再高一个层面是制

度层面，更高一级是精神层面、观念层面。民族性的器

物层面、制度层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变化，但是在观念

和精神层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这就是人类

学上讲的核心稳定、边界流动。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比

较稳定的。

陈 涛：就我个人感觉，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和文学

创作还是存在脱节、停滞现象。各位老师怎么看？

刘大先：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舍、何其芳等人就

已经呼吁我们应该多多关注兄弟民族作家、兄弟民族

文学、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但

是却缺乏研究、提炼的大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相对弱势，有外部的原因，但实际上

也有内部原因。从整体中国文学格局来讲，中国少数民

族创作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问题，还是有“高原”缺“高

峰”的问题。以长篇小说为例，往往容易形成几个模式。

一种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就是代际冲突——现代化

对于古老族群传统、乡村传统、血缘共同体、村落共同

体的冲击。

还有一种模式我把它归结为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矛

盾。正如原来一个封闭的文化圈里突然来了一个外来

的文化人物，打破了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本来比较封

闭的环境里，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要走出他的封闭环

境。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典型的写作，有着当时特定的

背景。进入新世纪，文化自信得到提升，但是少数民族

作家往往还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的思路，他们应该重

新去发现世界。

第三是神话意识模式。从《白鹿原》之后，有的作家

形成一个家族史小说叙事的套路，动辄写个百年中国

的历史，认为这是一种史诗写作，其实是一种模仿型的

写作，是二手写作。

阿 舍：大先总结得非常好，但是你的认知、批评

怎么能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看到和理解？

刘大先：我觉得作为写作者应该有自觉。其实许多

基层写作者经验非常丰富，但是还无法把自己的经验

讲述成故事，因此经验是碎片化的。作家应该多读一点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提炼思想，这很重要。

石一宁：大先刚才讲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缺

席”问题，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如何建

设。我们一方面要培养、扶持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研究

队伍，同时我们也请汉族的少数民族学者、评论家加入

到这个行列中来。目前情况还不容乐观，我觉得需要充

分运用体制机制的力量。

陈 涛：阿舍的经历是很传奇的，你的母亲是维

吾尔族，父亲是侗族，你又嫁给了一位回族人。你是如

何看待民族性、地域性的？

阿 舍：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

大影响，它为我提供了一些感性的内容。我的外祖父是

一个山东人，汉族，娶了一位维吾尔族人，生了我母亲。

我母亲也是这样，到了我还是这样。我先生出生在一个

非常传统的回族家庭，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

识分子，态度一开始就是开通和开明的。受生活经历影

响，我天然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加之又读了一些

人类学的书籍，我发现我们家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事实

正好符合民族形成的本质性——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

开放和流动的。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直在

不停地吸纳、又分支出去，不停地改道，然后又汇入大

海，进入一种新的循环。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可能一开始

就建立了一种观念——我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生命与

生命之间建立高低优劣的区别，不会在自己的民族和

别的民族之间故意制造隔膜，这种心态使我处理小说

中的人物和观照一些事物时，天然就具有了一些文学

本身要求的精神——理解和宽容、宽恕和悲悯，这种精

神是生活本身馈赠给我的，我对我的家庭和家族充满

感激。我希望各个民族之间互相理解，而不过分强调差

异性。在别处，我对不协调的情绪非常敏感，稍有发现

就会把它吸纳进来和自己的感性认知两相对照，我用

这种判断力和取舍力寻求民族与民族互相理解、互相

尊重。

陈 涛：下一步少数民族文学为当代文学还能提

供哪些可能？

石一宁：首先少数民族作家还是要聚焦时代的主

旋律，比如现在中国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脱贫

攻坚战。因为贫困人口很多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因此

脱贫攻坚战跟少数民族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一个就是

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少数民族文学跟生态文学创作

有很天然的联系。少数民族作家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

大多是有高山草原、大江大湖的地方，风景非常美，怎

样让锦绣河山绵延千秋万代，继续造福子孙后代，是少

数民族作家应该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一带

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

局，它还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文化格局。很多少

数民族作家就生活在丝绸之路地带，而“一带一路”倡

议的深入落实和不断推进会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

当然，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应该百花齐放，但

是我认为我们提倡多样化的前提还是要弘扬时代的

主旋律。这是我对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空间和可能性的

一个期待。

刘大先：我去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的时候，赵德

发的《经山海》获奖，这是一部扶贫题材的作品。《经山

海》写的是海洋，海洋是一个浪漫化的、风景性的存在，

但是在新时代扶贫题材的书写里面，就成了一个可认

知的、生产性的、日常性的存在，这样的书写就比较新

颖。另外，文学要塑造形象，《经山海》这个小说写的是

基层女干部的形象，这也比较有意思，关注了一个女干

部怎么艰难探索自己的道路，怎么艰难成长，探讨了知

识分子、干部怎么跟老百姓结合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见证了原

来的生产方式进入城市怎么产生文化碰撞。真实的经

验总是能够打动别人，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当下的时代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网络文

学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把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挪用到网络文学里面来，这很有意思。你会

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的遗产有多个开发方式，它既可以

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写当代变化，甚至可以

完全抛开这些，去写一个架空的世界，世界是敞开的，

就看作家怎么取舍。

阿 舍：我想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可

能性的问题。我翻了翻部分回族作家近期发表的作品，

发现他们的民族经验、地域性色彩在近期的新作中大

幅减少，甚至流失。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一

个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只写本民族的题材，这是一个

作家自我成长很正常的诉求，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和

期待的。其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经验、地

域经验、差异性经验减少和流失是必然现象，是每一个

民族、包括汉族作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需要接受

它，面对它。第三，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转型并不代表放

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可能是一边思考一边写，在寻找

新的突破口和可能性。

一个作家，无论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都

要去寻找自己观察和表达的支点，这个支点不是固定

的，它随着作家的成长不断移动，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一

个支点。我也在找自己的支点。近两年我把目光和视野

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想看

看自己在这个历史书写中能走到哪一步，能完成到哪

一种程度。我们都在寻找这种可能性。

陈 涛：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少

数民族文学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大先：我的一篇文章《民族生活、民族形式与民

族书写的嬗变》，就梳理了新中国 70年来的民族书

写，这种书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也是汉族的。比如

作家徐怀中，他最早的长篇小说是写在西藏地区怎么

推广农业技术。再如闻捷，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

的诗歌形式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王蒙曾经在新疆生

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之后写了大量先锋手法的小

说，但是你会发现新疆生活和文化隐含在他创作的文

化脉络中。

回首看上世纪80年代文学，比如土家族作家孙健

忠的《死街》，你会发现它既有当时先锋文学的影响，又

蕴含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因此是不同民族的书写，

共同表现了我们时代的中华民族的生活。

石一宁：少数民族作家从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

材作品当中能够学习、借鉴到很多东西，能够启发很多

思考。这也是文学本身反映生活的事实。我们中华民族

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

都在共享着一种多民族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

鼓励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而少数民

族作家也应该多学习、借鉴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

材作品的经验。

（本文根据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现场记录整

理 整理者：马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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