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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连通欧亚大陆
的商贸之路，也是一条亘古华灿的文
化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

希腊神话与神州大地上的昆仑、
中原、蓬莱、东巴、萨满等神话在这条
路上对话，罗马史诗和印中史诗缘此
而生发，《纳斯尔丁》与《阿凡提的故
事》的机智幽默于斯精气相通，努扎尔
与哪吒的精神血脉在这里联结，印度
诗学对魏晋以来中国诗学的影响余香
不绝，而法显、玄奘的纪实作品，唐诗
宋词、明清小说的翻译西传，伊本·白
图泰、马可·波罗、李希霍芬的精彩游
记，纳瓦依、哈拜等的天才创作，泰戈
尔、鲁迅等的友好交往，《真腊风土记》
《大唐西域记》《福乐智慧》《真理的入
门》《突厥语大词典》等的精粹华章，更
是增添了东方各域及东西方审美的别
样色彩，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学宝库。

正是凭着这些不同体裁、题材、类
型的文学和文化作品的交流，以及鸠
摩罗什、纳训等人的翻译，丝绸之路才
建构起一个与民族、经济、商贸、工艺、
技术、宗教、哲学的交往交融相对应的
东西方文学长廊。而且，它是那样幽
深、曼妙、优雅、丰厚、宏伟、精彩，为全
人类的精神世界造了像、塑了魂、丰了
情，直到今天仍然焕发出夺目的风采、
无穷的魅力，让我们一代代地受益。
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
议，更是让不同民族之间进一步学会
互相尊重和理解，懂得共同承担与分

享，向形形色色的保守、偏狭、霸凌大
声说“不”，并且用真诚、纯情让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同向
着美好灿烂的未来行进。

丝路文学是贯穿古今的概念，它
自然囊括古典时代文学交流的辉煌成
就，同时也是现当代东西方文学交融
的重要支点，更注定会成为世界文学
在城市化、后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
时代抚慰人类心灵、促进各国和谐发
展的良药。

因此，无论是回首过往，还是审
视当下，抑或是展望未来，文学始终
是丝绸之路最灵动、最直接、最超越、
最纯粹的精神表达手段与语言艺术
原创，我们必须予以珍视，坚守创作，
全力推进。

也因此，在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资金流通、贸易畅通、人心沟通的
同时，作为丝路文学的传人，我们还必
须致力于文气的交流、贯通，让它永远
有温度、有性情、有灵魂、有想象力。
要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
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合作互进，为丝
路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全新的贡献，
实现全方位的突破，使之永久绽放出
平等、友好、团结、和平、和谐、共荣、审
美的光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都陈布于丝
路及其沿线，理所当然是丝路文学的
组成部分。她以丝路为题材，她因丝
路而广泛传播，她得丝路之润，她为丝
路添了彩，她是丝路之梦，她更应该为
丝路继续争得光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政府开启丝绸之路新篇章，并将
其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使之
成为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次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尤其是丝路文学、少数民族
文学全新的发展机遇。由于置身其
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不言而喻，责
任担当亦理所当然。因与时代的脉搏
一起跳动，她将获得亘古青春的生命
力；由于记录重振丝路雄风的历史巨
变，她必充满感人至深的精神震撼
力。同时，也只有塑造丝路人民的艺
术群像，少数民族文学才能在中国乃
至世界文学画廊中展现别样丰采，实
现自己的价值、意义。

可以想象，那些魔幻的神话、英雄
的史诗、传奇的小说、优美的诗词和曲
令等少数民族文学传统，都将在此过
程中被唤醒，并获得再生；所有的电
影、电视、动漫、游戏都将在这里获得
最优质的艺术转换可能；音乐、舞蹈、
绘画等将从中获取灵感，对外交往、交
流、传播的中国故事都将于斯得到生
发与张扬……还有她对文化创意产业
的巨大催化作用。

到那时，少数民族文学将在中国
大地和五湖四海耸立起堪称中华及人
类文明标志的一座座雄峰。由此，让
平庸、小体量、缺大气、远离现实、缺乏
力道与锐气、深度等问题，远离少数民
族文学。

由于“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实施
及不断深入，特别是有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少数
民族作家将进一步肩负责任与使命，
少数民族文学必将进一步大振雄风、
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再创辉煌，迎来其
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民族文学》
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却是在秋天开
始播种耕耘。2012年9月18日，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诗
人、评论家、翻译家和理论工作者，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
作家、评委以及各省区市作协负责人约
300人参加会议。9月19日的《文艺报》
头版在报道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会议开幕盛况的同时，还在显要位
置刊发了1200多字的《民族文学》哈萨
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的消息，并配发
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号封面。

此其时，我也作为代表参加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
一边听会一边沉浸在哈萨克文版和朝
鲜文版创刊带来的喜悦之中，两耳不时
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朋
友的祝贺，脑海里不由得再现创办哈萨
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一幕幕……

2010年10月，我从《文艺报》副总
编辑的岗位上调任《民族文学》副主编。
上任时，《民族文学》已拥有汉文、蒙古
文、藏文和维吾尔文四个文版。领导班
子分工，我负责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
编辑出版管理工作。2009年《民族文
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的
创办，对哈萨克族与朝鲜族作家翻译家
和读者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再创办《民
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呼声
甚高。2011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京
举办《民族文学》创刊30周年纪念会暨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座谈会。在会上
我听到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
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关于创办《民族文
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迫切心愿
和企盼。

中国作协党组根据《民族文学》蒙
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创刊以来
平稳发展，以及广大哈萨克族和朝鲜族
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迫切要求的情况，决
定创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
文版。2011年12月初，《民族文学》杂志
社向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打了《关于
申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
的报告》，由此启动了申办的第一步。
《报告》里面说：“2009年，在中国作协
党组、书记处，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大
力帮助下，《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
版、维吾尔文版正式创刊。两年多以来，
刊物运转情况良好，发行量递增，对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中华民族向心
力、凝聚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为国
内五大少数民族语种之一的哈萨克文、
朝鲜文，目前尚无国家级文学刊物，作
家读者呼声很强烈。”之后，中国作协向
新闻出版总署提交了《关于申办〈民族
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的可行性
论证报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向新闻
出版总署呈送了《关于申请〈民族文学〉
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期刊刊号的报
告》。同时，杂志社还根据有关规定，报
送各种申办材料，备齐各种申办手续。
这些工作具体而繁琐。我们在申办过程
中一直得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亲
自关心和指导。2012年8月，新闻出版

总署发文批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和朝鲜文版创办。

得到这个消息时，杂志社的叶梅、
李霄明和我三位主编、副主编正在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
奖会上。消息传来，大家精神振奋。叶梅
主编提出9月份就创刊，作为向9月18
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的献礼。这两个文版创刊
号的大致篇目，也是在骏马奖评奖驻地
商定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创刊号题
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写了发刊
词。我们又到国家民委的中国民族语文
翻译局，跟翻译局的领导和专家商量。
翻译局领导和哈萨克文室、朝鲜文室的
主任和专家们都很支持。虽然他们也觉
得时间太紧，但大家认为9月份创刊既
然很有意义，就应予以大力协助和配
合。为了使这两个文版能够及时顺利创
刊，翻译局内部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
动员和部署。翻译局哈萨克文室、朝鲜
文室分别承担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
版创刊号的主要翻译和审读工作。9月
12日，翻译局朝鲜文室主任金英镐和朝
鲜文室专家金炳淳在办公室工作到晚
上七点多钟，一直都在阅改《民族文学》
朝鲜文版创刊号蓝图。记得当天下午下
班前，我和朝鲜文版编辑徐海玉赶到金
英镐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
等着他完成刊物蓝图的最后审读。办公
室内灯火通明，金先生一页页翻开蓝
图，在上面不时勾勾画画，神情宁静而
专注……

9月17日，《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和朝鲜文版创刊号按时出刊并送到了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
驻地，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好评。

10月12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和
延边作家协会在延吉联合主办了《民族
文学》朝鲜文版创刊首发式暨研讨会。
10月20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又联合
新疆文联、新疆作协在乌鲁木齐主办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创刊首发式。与
会的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们
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欢庆这一必将

载入本民族文学史册的喜事和盛事。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

版创刊后，每期主要译载全国各文学期
刊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其中汉族作
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也刊发哈萨
克文和朝鲜文原创佳作，还译介世界著
名作家的作品。每年在北京或全国各地
举办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哈萨克文版和
朝鲜文版还积极开展对外文学交流，不
定期推出哈萨克斯坦和韩国作家作品
专辑。2012年12月，哈萨克斯坦驻华大
使馆文化参赞穆拉提·伊斯马加穆别
克，哈萨克斯坦作家、国立欧亚大学奥
特拉尔图书馆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吐尔
逊·朱尔特拜先后来到《民族文学》杂志
社。穆拉提表示，他将想办法把《民族文
学》哈萨克文版推介到哈萨克斯坦作家
协会。吐尔逊则在会谈中说：“我是哈萨
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的编委，希望与
《民族文学》合作，使《世界文学》杂志每
期能转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刊发
的部分作品，把中国各民族作家的优秀
作品和审美观念介绍给哈萨克斯坦读
者，让我国读者能够了解和认识中国当
代文学。”吐尔逊回国后，哈萨克斯坦
《世界文学》杂志2013年第３期开始转
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
2013年1月，穆拉提参赞和该馆一等秘
书博塔·瑟尔加巴耶娃应邀参加了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民族文学》“迎新
联谊会”。2013年5月，哈萨克斯坦国立
欧亚大学副校长、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通
讯院士迪汗·哈迷扎别克沃夫来到《民
族文学》杂志社。迪汗·哈迷扎别克沃夫
对《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创办表示
祝贺，并说这对中哈两国的文化交流将
起到重要作用。他还建议，在哈萨克斯
坦推介《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首先给
该国几所著名大学图书馆以及该国四
个州的州立图书馆赠送刊物，因为这些
图书馆读者多，能保证更多的人看到这
本杂志。在哈萨克斯坦相关网站包括大
学网站和报纸介绍《民族文学》哈萨克
文版，等等。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后，即引

起韩国文化界与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2013年１月，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应邀参
加《民族文学》“迎新联谊会”。韩国小说
家申相星两度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
就中韩文学交流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
沟通。此后促成《民族文学》朝鲜文版译
载的铁凝的《咳嗽天鹅》、叶梅（土家族）
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和益希单增
（藏族）的《向南还是向东》三篇小说，被
收进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亚洲小说
选》。2013年７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民
族文学》作家翻译家改稿班，12位韩国
作家应邀参加。2014年3月，５位韩国
作家与在北京举办的“《民族文学》重点
作家改稿班”的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
2015年10月，《民族文学》作家代表团
应邀赴韩国进行文学交流。在与朝鲜的
交流方面，2013年1月，朝鲜驻华大使
馆文化参赞董京哲亦应邀参加了《民族
文学》“迎新联谊会”。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
版自2012年创刊以来至今（2022年第
5期）已出版 61期。哈萨克文版共有
200多位翻译家参与翻译，大部分翻译
家来自新疆各个行业，包括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电台、电视和报刊编辑，教师以
及自由职业者，少数译者来自民族出版
社，还有的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人民网等在京教育与文化
单位，其中有拜道列提·努尔阿林、巴拉
番热巴吐、拉扎提·吾拉孜汗、木耐、哈
德勒别克·巴得力汗、木拉提·吐拉尔
汗、哈地拉·努尔哈力、库娜依·胡阿泰、
木拉提·祖鲁喀普勒、吐塞力汗·波力
班、夏坎·波克泰、哈志别克·艾达尔汗、
马达提别克·巴拉别克、阿勒哈别克·合
依程汗、努尔黑沙·库尔曼江、木拉别
克·沙依劳、阿依丁别克·恰尔甫汗、拜
斯尼木·道列提汗、拜山艾力·买提哈
力、江阿古丽·哈依达尔等。有的翻译家
同时从事哈萨克文创作，如阿布都哈
孜·扎汉、俄布拉依·对山等。在哈萨克
文版刊发作品的优秀哈萨克文作家还
有穆拉提·阿吾斯、江吾扎克·居肯、塞
力克·胡鲁加汗、古尼沙·乌拉扎很、胡
瓦提·阿斯力别克、赛巴提·哈孜肯、努
尔夏提·艾孜木别克等。朝鲜文版共有
100多位翻译家参与翻译，其中既有从
事出版业的金昌永、金声宇、南海仙、崔
红梅、李银实、许国花等，也有中国民族
语文翻译局朝鲜文室的金善女、金文
学、李娜、李文福、李海燕等；还有同时
进行文学创作并成就斐然的郭美兰、李
惠善、俞丽等。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
极大地促进了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文学
与国内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互
相交流和互相借鉴，极大地激发了广大
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创作和
翻译的积极性，也培养了相当一批文学
创作和翻译人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哈
萨克族和朝鲜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十年播种耕耘，十度春华秋实，今
秋已是花枝满园，果实累累。瞻望新时
代文学的前景，秉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使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和朝鲜文版前程似锦、任重道远。

从收获的季节开始的耕耘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创刊十周年有感 □石一宁

土家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以来，汉
语是土家族的主要书写工具。土家族作家的汉语书写中，鲜明
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个体
或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情感和
行为倾向的统一体。1956年，土家族的民族成分被国家确认，
土家族作家不断深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应用汉语表达
本民族的母体文化精神，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在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百花园里独树一帜。

所谓“母体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是民
族文学创作的根魂。在不少土家族作家笔下，土家族传统文化
精神成为他们创作的母题。孙健忠、李传锋、叶梅、蔡测海、萧
国松、颜家文、冉仲景、刘小平、周建军等众多土家族作家的作
品，从土家族的文化根脉出发，将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紧
密结合起来。如李传锋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
叶梅的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孙因的中篇小说《麝香楼》、
冉仲景的诗集《从朗诵到吹奏》、刘小平的诗集《鄂西倒影》等
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土家族作家们通过对土家族地域风光的描画、民俗风情
的展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土家族民族精神的弘扬、历史
文化的追溯等，表达了建构土家族族群符码的强烈愿望。在此
基础上，作家们将自己的民族命运与国家进程融为一体，书写
土家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凸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土家族的广阔社会生活图景。如李
传锋长篇小说《白虎寨》具有一定的民族精神寻根意识，将土
家族白虎文化与时代改革精神融会贯通，在传统与改革、历史
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展示民间文化的丰厚底蕴。小说书写以
幺妹子为首的回乡打工青年，全力追赶时代步伐，突破传统思
维桎梏，艰难探索、不懈奋斗的历程。民族文化意味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书，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意识。

蔡测海的小说无论是《母船》《麝香》，还是《今天的太阳》
《穿过死亡的黑洞》等作品，都是在揭示本民族在新中国语境

中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命运。蔡测海的小说创作长期深植于土
家族现实生活的土壤，紧紧依附土家族的文化母体，努力开掘
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土家族历
史文化的亚文本，是对土家族生活的艺术描写和艺术概括，同
时也是国家历史进程中土家族人家国情怀的艺术彰显。

在诗歌方面，汪承栋将武陵山区土家文化、藏族文化、汉
族文化等融为一体。汪承栋是土家族，青少年时代接受汉文化
教育，20多岁扎根西藏，长期使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主要反
映藏族地区的生活，这使汪承栋的诗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诗
坛上的多重文化相互渗透的多民族交相辉映的文学风景。时
代的主题、浓郁的民族情调在其诗歌中得以充分表达。同时，
也反映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萧国松的《老巴子》是一部具有史诗特质的叙
事长诗，共15000多行，约50万字。诗中叙述一个家族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表现出土家人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民
族生存状态。该作品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艺术表现手法。颜家文
写过散文、小说，主要成就是诗歌。他的诗歌创作采用“竹枝
词”格调，以土家族民歌的传统形态，朗朗上口，歌唱时代精
神，反映时代情怀。如《歌声好似坝中水》，讲究韵律，具有现代
格律诗歌的情调。

孙因与冉庄是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纵观孙因

的文学作品，创作题材涉及历史与现实等多个维度。其长篇小
说《秦良玉》以石柱土家族女土司秦良玉的抗金事迹为题材进
行创作，将民族情怀与爱国精神熔为一炉，凸显出土家族人一
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冉庄的诗歌以山水为主，表达诗人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吉狄马加在《坚实的足迹——序冉
庄文集》里认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冉庄以创作大量的
山水诗篇赢得了诗坛的普遍关注。冉庄在创作中追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美，追求明朗清新的风格，诗作大多简洁而富于韵
律，注重语言的锤炼，把一种地域的文化精神延伸为民族的审
美状态，传达了诗人内在的生命感受。徐必常的长诗《毕兹卡
长歌》以土家族历史搬迁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在家国背景下展
开民族命运的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叶梅在《中国作家》发表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自始
蜚声文坛。此后，她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显现出独
特的创作特色。叶梅的散文聚焦现实题材，对生活的描摹贴切
自然，具有温度和质感。她的散文集《根河之恋》突出表现不同
民族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迁，同时以文学的笔调袒露真性
情，以赤子之心拥抱山水、生灵、人间，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和狭
隘，呈现出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互助，展露
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甘茂华的散文集《穿越巴山楚水》以
文化意象为经纬结构全文，折射了土家族民族文化精魂和土

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现代意识下对民族文化的执着
守望。覃儿健的《匪酋》《一个乡党委书记的手册》《张家界掌
故》《故乡的河》等文学作品集多以湘西土家族生活为题材，书
写地域社会变革与民族命运变迁的紧紧相连。

龚爱民的长篇小说《寻亲》讲述一个红军家族历时近80
年，将在长征途中失散的亲人及其后裔一一寻回的曲折动人
故事，从民间的视角出发，巧妙反映了我党在长征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红
色政权，以及在和平时期建设新中国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凸
显了家国共存亡的现实主题，被评论界称为“一部由牺牲、泪
水与寻找编织的土家族红色家史，一部由土家族草根百姓诠
释家国意义的生命传奇”。黄光耀的“土家族三部曲”《土司王
国》《虎图腾》《白河》都是探寻土家族文化精神的作品，力图从
土家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找到一种影响民族进程的密码。向迅
的散文集《鄂西笔记》真实记录鄂西历史的文化变迁，书写在
改革开放背景下民族意识嬗变的历程。

总之，当代土家族作家积极通过作品表达本民族文化精
神的灵魂所在，传达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守。在新时
代的新征程中，还有很多土家族青年作家积极书写新时代的
生活变化，反映民族意识在新时代的变奏，以文学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土家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土家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向笔群向笔群（（土家族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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