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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的纹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
——2023年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回顾

□邱 婧 马海五达（彝族） 邓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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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彰显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魅
力。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者笔耕不辍，
他们的作品从乡土历史叙事、日常生活
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等多个
角度呈现了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人民
的历史与现实生活。

沿着历史的山河，走进乡
土的生活

在乡土、历史写作方面，2023年度
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明显增多。
藏族作家阿来的新诗集《从梭磨河出
发》有别于其以往广为人知的小说创
作，延续其早年的诗歌风格。阿来提
及：“梭磨河是我家乡的河流，是我喝着
它的水长大的河流，这条河是大渡河的
上源之一，大渡河后来流入岷江，岷江
流入长江，一直奔流到上海，这是河流
之地。我就在那样一个有雪山、有草
原、有森林的地带长大，当然我的书写
就是以这里作为出发点。”他以诗歌的
形式讲述发生在藏族高原上的故事，描
述生机勃勃的草原与河流。彝族诗人
鲁娟的诗集《欢喜》入选“第38届青春
诗会诗丛”。诗作以深沉的语言书写大
凉山的美，高频的地域色彩词汇体现独
特美感，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情感，展
现了对生命与成长的深刻理解。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彝文长诗《大
鸟》，描写了大鸟的命运日常与突变。
鸟的遭遇或许就是人的遭遇，鸟的异化
大抵亦是人的异化。诗人将视野聚焦
到了城市心脏，通过繁复抽象的诗性营
构展开，揭示出人类社会的生态困境，
人们的生活在原乡与城市之间闪回，引
发读者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
焦虑。而他的汉文组诗《城市脉象》题
记中提到了多重视野对于创作的重要
性：“用汉字书写，试图追求中国少数民
族汉语诗人‘双语诗学’的艺术实践和

‘多语互通’‘文明互鉴’‘诗艺互文’的
诗性精神塑造，多脉络、深层次探索‘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汉语新诗现代艺术
生命创造与创新之路径，以此触及博大
精深的多语种文明的人文历史底蕴，力
图臻达多语种共生共荣的中华文明的
诗意境界。”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边关》组
诗展现了深沉的民族情感和对历史的
敬仰。通过描绘将军种下的树、纪念碑
等元素，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
奉献。其组诗《行吟东兰》展现了作者
对乡土和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文化
传承和发展的关切。彝族作家李美桦
的长篇小说《春度龙岗》以工作队深入
龙岗，争取彝族头人出山为主线，通过
生动细致的描写，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
当地群众改革实践的艰难历程。

在书写乡土社会的新变化方面，维
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
畔》讲述了两代农垦人开荒拓土、艰苦
奋斗的建设历程，多角度、多方位地描
写了中国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
历史变迁；彝族作家英布草心的小说
《木七下山》聚焦大凉山，描绘了留守儿

童的成长。作者以温情的笔触描写大
凉山的变革，生动勾勒了淳朴可爱的凉
山少年形象，尤以主人公杨木七的励志
奋斗为主线，文字灵动、描写细腻，语言
地域色彩浓郁。

彝族青年作家加主布哈的短篇小
说《父与子》以小县城为背景，真实而鲜
活地呈现了当下农村生活的多重困境，
以及家庭关系中代际矛盾的较量。他
的《瓦萨从湿地游过来》展示了一场荒
诞而神秘的命运交错。整个故事如同
湿地中的迷雾，充满着未知与难以捉摸
的元素，展现了一个巫师内心的矛盾和
迷茫。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生动描
绘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彝族世界。

展现各族文化风貌，书写
日常生活的平凡与丰饶

藏族诗人群太加的诗集《春雨》选
编了47首藏文格律诗新作，以多样的
角度表达了广大牧民的生活及习俗，
反映了藏族地区基层经济发展、民生
改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美好图
景。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小说集《找
信号》收录了8篇中短篇新作，展现在
青海大地上灵动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
活细节，以及时代浪潮中草原上人们
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印记。藏族诗
人纳穆卓玛诗集《拉萨月光》用清新、
朴素的话语展示了真实、立体的农牧
区妇女形象，突出了她们善良、坚韧的
品质。

布依族作家潘灵的短篇小说《被遗
忘的戍者》将殖边队士卒的艰辛与焦躁
表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尹默君在这
艰苦的远征中展现出坚韧与智慧，尽管
面临困境，仍然保持冷静。故事中融入
了对国家主权的关切，勾勒出对勘界工
作的重视。仫佬族作家潘琦的散文《穿
越历史的红水河》展现了桂西红水河流
域的独特文化，引领读者领略壮族、瑶
族、仫佬族等各民族多元文化与地方风
貌。作者对红水河深深眷恋，将其视为
心灵栖息地，呈现出文学与文化的和谐
融合，引人深思。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
散文《火塘》描绘了一幅土家族人生图
景，以火为中心，展示了家庭、村落、人
生的温暖。作者通过火的比喻，勾勒与
描绘出故乡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对故土
的深深眷恋，以简洁的语言展现了土家
族人淳朴的生活态度。

在描写日常生活的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中，纳西族作家黄立康散文《河口
的云》描绘了母亲的坚韧与爱，以平凡
的生活中折射出的伟大母爱，感人至
深。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勾画出云南的
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使读者领略到浓
厚的地域特色。蒙古族作家鲍洁的《猫
科动物》通过北京都市生活与草原空间
的切换，描写了作为程序员的男主人公
与蒙古族女孩塔娜的爱情故事，展现了
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和联系。彝族诗人
依乌的诗集《麻雀 闹麻了》则以一种简
洁明快的手法，让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
物变得灵动活泼。他的诗歌里或许没
有直接的宏大叙述、，但会在如麻雀般

的小事物里，写出五脏俱全的世界。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乌苏

里密林奇遇》既是一部儿童文学，更彰
显了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两个生活在
中国边境上的混血少年，在俄罗斯原始
森林中开展了一场野性的探险。小说
里涌现出挖宝的村民、独自在异乡的华
裔老人、流浪的吉卜赛人、传统的鄂伦
春猎人、相依为命的俄罗斯祖孙等丰富
的人物形象，在历险中，两个少年完成
了成长与蜕变。“90后”回族女作家宋阿
曼的《领略爱与洁净》则以女性的细腻
角度，书写了对舟曲地区生态、农村、乡
野的感触。

白族作家李达伟散文《迁徙的鸟》
以怒江为线索，串联起高黎贡山的种种
生命，将河流与人生相互映衬，使之成
为生命起源与沧桑变迁的象征。在雨
季与冬日间穿插生活，河水的变幻勾描
出生死轮回的氛围。通过对怒江的深
入描写，展示了自然与人类之间微妙的
联系，将现实与梦幻巧妙融合，让读者
陶醉其中。

畲族作家朝颜的散文《父亲的大海
和太阳》体现了对故乡老屋的眷恋。老
乡们帮着修建起来的老屋，也为彼此之
间建立了一种真挚的情感，大家来来往
往很多年。作家写出了村寨里那种质
朴的乡土生活。老屋见证了一个家庭
的历史，娶儿媳、嫁闺女等等重要时刻
几乎皆在此处发生。后来，一家人搬到
了市区，住进了高楼，过上了物质更为
丰沛的生活，老屋成了需要推倒的土坯
房，也成了一份难以割舍的念想。土家
族作家温新阶散文《三个偏正短语》描
绘了几个主人公的生活片段，通过细致
的描写展现了他们的生意、家庭和情感
经历。整个故事通过真实而生动的场
景和人物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
温暖与人情味的乡村世界。

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中短篇小
说集《太阳降落的地方》收录了12篇小
说，展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观察
和敏锐感悟。小说以卡夫卡式的变形、
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为特
色，通过充满隐喻的故事，细腻地书写
了平凡个体的遭遇和悲欢。作品深刻
反映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表达了
对底层人生存困境的关切和悲悯之
情。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短篇小说《人
行横道线》通过微妙的城市元素，呼应
了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细腻的笔触
勾勒出人生的喜怒哀乐。

壮族作家陶丽群的短篇小说《海边
的火光》细致勾勒了小镇的氛围，描述
温和的黄昏与深夜的迷幻，将人物内心
情感与环境相融。小镇宛如一枚时光停
滞的胶囊，生动展示了生命的流转与不
可逆。壮族作家黄佩华的小说《落叶》深
刻洞察中老年人的人生沉思，展现他们
的痛楚，颠覆传统观念，呈现时代症候。
小说以质朴笔调揭示人生暮年的哀恸，
通过交错叙事展现阮氏晚年的多重悲
歌，以深情描绘家族的历史。

藏族作家才让扎西推出了其首部
短篇小说集《秘境》，该集由15篇短篇
小说构成，作品主要探讨了人和时代、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笔触细腻地绘
制出藏族社会不同个体——包括作家、
格萨尔艺人、画师、僧侣、牧民以及城市
居民等在时光荏苒和社会变化中的生
命追求，体现了人们对梦想和幸福的不
懈追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多民族场域内讲述中国
故事

2023年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对多民
族题材的书写比重持续增加。比如，藏族
作家王小忠的《兄弟记》，以叙事散文的
体裁描述新世纪以来甘南乡村的曲折探
索历程，既展示了安多藏区的文化多元，
又冷静客观地观察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
兴背景下的乡村变迁。作品讲述了一个
家庭内部的家族史，以及迁徙、创业、奋
斗的具体过程，对如何在多民族场域内
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尝试。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最新诗集《应许
之地》中有一部同名长诗。长诗通过一
片现代化的“应许之地”，接续了诗人的
彝族传统经验与外部文明经验的某种
融混书写，在文字里不断寻索一片足以
让灵魂平稳安置的处所，以期回答现代
人的精神困境。

2023年推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其中包括蒙古族作家鲍磊的《幻海》、土
家族作家朱雀的《蓝色的涂鸦墙》、傣族
作家张新祥的《遇见》、维吾尔族作家穆
克代斯·海拉的《永恒的刻度》、苗族作家
张雪云的《青寨》，以及藏族作家李静的
《风从高原来》、回族作家马骏的《青白石
阶》、哈萨克族作家阿娜尔·孜努尔别克
的《想念伊犁的雨》、仫佬族诗人吴利英
的《风的形状》、佤族诗人张伟锋的《空山
寂》等。

2023年青海湖诗歌节诗歌选《刚
察·诗与远方》收录了57位多民族诗人
的百余首诗作，既是对青海雪域大地地
理空间的书写，也是多民族作品集结聚
合的典范。青海民族出版社发行了“绿
松石丛书”，包含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分
别是德本加的《最后的黑帐篷》、才嘉的
《猫的故事》、仁旦嘉措的《父亲的白
发》。《全国藏文短篇小说大奖赛获奖作
品集》汇聚了30篇短篇小说。2023年
度《西藏当代文学史》《西藏当代文学大
系》两大书系出版，集合了西藏多民族
文学多年来的作品，展示了西藏多民族
文学发展的成就。

建构少数民族理论评论体系

2023年度，在文学理论研究、口头
文学与书面文学互文研究、少数民族文
学海外译介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突
破。学界持续对现代多民族国家叙事
与多民族文学批评叙事纽带性关系进
行宏观观察，在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方
面，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
批评体系建构的思考，对新中国多民族
诗学建构的语境、论域及价值的阐释等
问题的研究。朝戈金的《口头文学之

“集体性”与“个体性”发微》认为，中国
学界对集体性和个体性的理解形成了
全观和辩证的高度，人在与其创造物
（文学）的互构关系中进行文学生产，实
现了普遍性和具体性、集体性和个体性
的深层统一。徐新建的《不同而和——
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是对中国多民族
文学共同发展的阐释。邓永江的《当代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史述
评》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的起源价
值进行了阐发。

2023年度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
评既有对学术概念的重新梳理，亦有对
民族文艺知识生产的学理性阐释。如
姚新勇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理论话语演进史考》一文，以新中国初
期第一个十年为范围，考察社会主义少
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初创与成型历史，勾
勒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生
成演进的线索。刘大先在《中国多民族

“语言-文学”谱系与比较研究的拓展》
中，提出国家通用语（汉语）与少数民族
语言共同构成了“中文”的多元、交融、
共生的谱系。多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相
互促生，形成了中文“不同而和”、动态
发展的创造。彝族学者罗庆春的《当代
彝族汉语诗歌研究》，旨在阐释“彝族汉
语诗学”的核心观念、理论内涵和未来
发展方向。作者深入剖析“彝族汉语诗
歌”在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中的人
文创造与艺术贡献，并延伸至其他少数
民族的文学创作，强调其在世界文学史
及批评中的独特价值。

李晓峰、刘俊杰的《重读〈茫茫的草
原〉》以《茫茫的草原》为例，阐释新中国
对少数民族革命历史的叙事，认为民
俗叙事与革命历史叙事高度融合，进
而建构的民俗化、民间化、生活化、艺
术化的历史场景，为革命历史叙事的
神圣性和崇高性注入了鲜活的草原气
息和生命元素。邱婧的《20世纪50年
代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
与重构》一文，探讨了新中国民族文学
的建构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接受、改编
和再创作的运行机制，指出民间文学的

“作品化”与国家话语规约与整合的关
系。李珍妮的《少数民族文艺如何被

“发现”——茅盾新疆之行与现代西北
文艺的边缘路径》一文，探讨了少数民
族文艺在成为特定学科概念以前的复
杂性和特殊性，考察少数民族文艺进入
学术视野、被认识和接纳的具体过程。

回顾2023年度的文学创作，在乡
土历史叙事方面，不少作家以生动的笔
触描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变迁和
乡土风俗，展现了乡土生活的真实面
貌。在日常生活表述方面，作品展示和
描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现
了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方面，作家
们强调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展
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
展。与此同时，不同代际的学者又纷纷
展开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
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阐释，对于深化
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有着重要
的启示作用。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的任务和使命。集合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
文化和工业文化，有着区域性、多元性和持续性
的北疆文化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富矿。新时
代内蒙古的文艺实践如何巧用北疆文化，弘扬
壮美、和美、善美因素，精彩讲述中国故事的内
蒙古篇章？聚焦多重文化中的人，表现时代的
丰富复杂，提炼守望相助的向心力量或是一种
有效路径。

塑造多重文化中的时代典型

背倚北疆文化厚土，内蒙古文艺创作者应塑
造典型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照亮人们在多重文化
中的坚守和超越，以此实现对使命和信仰的思
考、对真善美的弘扬、对时代精神的显影。聚焦
多重文化中的人，意味着创作主体思维跃升，在
艺术表现时不再以城乡、善恶、物我、中西、传统
与现代、中心与边缘、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
眼光去审视人，不再仅从高低、黑白、善恶、明暗
等角度去表现人。唯有关注多重文化多重选择
中的人，创作才能取得真正突破。

以电影《片警宝音》和报告文学《春风染绿红
山下》为例，前者成功的地方在于塑造和平年代
处理多民族聚居地复杂关系的警察形象：既要登
记形形色色的流动人口，处理家长里短，探望鳏
寡孤独，也要适应多重文化，以耐心、良善和敬业
赢得不同民族人们的喜爱，将特殊性和普遍性结

合得非常精彩。《春风染绿红山下》中有着一腔热
情的驻村书记黄旭坤，起初承受着村民的冷落、
质疑的态度与散漫、毫不配合的乡村文化环境。
仅仅写出处于多重文化中的人当然不够，如何为
生活真实赋予力量，要求创作者发现人物身上能
够照亮生活的超越和坚守。宝音不厌其烦地处
理手头琐屑、平淡、单调的工作，再难的事也不忧
不惧、不疾不徐地办着，日复一日坚守岗位。黄
旭坤面对冷漠也不放弃自己的热情，笃信“不干
不行，干就干好”的人生信条，甚至自幼亲如手足
的堂弟去世，也因正在带队入户而没能亲自送
别。宝音、黄旭坤们的伟大在于他们选择了恪尽
职守、初心不改，这种超越和坚守的精神让他们
成为了时代的英雄。

对于内蒙古的文艺工作者而言，北疆文化
厚土中生长着不同民族不同的生命观、文化
观，以之为底蕴塑造的人物形象气韵生动、可
叹可感，能让文艺作品的表意空间更加深厚
宽广。文化底蕴的存在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能让所有的讴歌和赞美都不空洞、不虚假，结

结实实地击中人心，在读者心灵的最深处经久
不散。

聚焦于多重文化中的人物塑造，能让坚守信
仰、不忘初心的时代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表达，让
民族地区文化可感可知。找到那些坚守和超越
行为所具有的共通性和普遍性，会让我们的文艺
创作拥有更鲜明的特点、更开阔的格局和更高远
的境界。

正视时代生活的丰富复杂

北疆文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多维视野
和多角度认识路径的形成。文艺工作者要以多
样的手法写出生活世界和心灵景观的丰富性与
复杂性。

现实主义精神意味着不回避生活的晦暗和
世界的复杂。《片警宝音》里看来无所不能的宝音
也会无力无奈，他一直在资助别人，自己的额吉
却过着一望而知的贫穷生活。在海勒根那的《巴
桑的大海》里，半个身子的巴桑只能放弃心爱之

人，让她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将自己的爱给了
更多的残疾孩子；海勒根那的《白色罕达犴》里，
生态和谐、林海浩瀚是建立在过往惨痛的山火、
偷猎和死亡事件之上。恰是在悲喜并存的生活
之流中，光荣和伟大被不动声色却又异常坚实地
凸显出来。

北疆文化倡导壮美、和美、善美的文化，应该
表现善美和明亮的精神底色。那是鄂温克猎人
燃起琥珀色的救人的篝火，也是蒙古族骑手嘎达
斯最终抵达的有着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的幻境，其
中蕴含的温暖和爱意让读者共情共鸣。

提炼守望相助的向心力量

北疆文化视野下内蒙古多民族作家的文艺
实践应该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文艺
创作的中心线索，在可能建构的诸多价值维度
中提炼守望相助的向心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
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厚土壤，也是值得珍视的创
作传统。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写

的是在党的领导下，蒙汉人民团结一心、浴血奋
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历史。金高的年画《探
望》讲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牧民探望在草
原上施工的工人的故事，表达的是牧民和工人
对未来的共同期望。经典歌曲《蒙汉人民亲如
一家》《各族人民心连心》《上海产的半导体》等，
传唱的都是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人民心声。
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细描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森林开发时期，狩猎文化与工业文化相
遇使得鄂温克猎人陷入矛盾两难的处境，他们
接纳并救助外来者的心灵变化轨迹，至今读来
都觉得动人。中国画《昭君出塞》表现的是胡汉
和亲的古老故事，《工牧一家》表现的是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草原上工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相遇
时，工人和牧民亲如一家的深厚情感。这些文
艺作品传达的是内蒙古大地上融合多民族、多
文化的本质情感，有着凝聚人心、激发奋斗的精
神力量。守望相助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基
本样态。正像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在《黄河，我
有一个梦想》中写的那样，汉族人、藏族人、回族
人、蒙古族人……各民族都是亲人。艺术创作
不断提炼守望相助的向心力量，既是尊重历史，
又是写实现在，更是面向未来。

北疆文化给了新时代的内蒙古文艺工作者
以新视野、新资源、新方法，是内蒙古多民族作家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依托。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巧用北疆文化讲述精彩故事
□崔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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