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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 态态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新变

□邱 婧

9月21日，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广西作

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

卷——第十三届‘骏马奖’广西获奖作品研讨活

动”在广西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韩流，广西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严霜，

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广西文联一

级巡视员、副主席刘水玉，广西作协党组书记程

小华，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

西获奖作家光盘、凡一平、黄芳，以及30多位作

家、评论家、编辑家等参加。研讨活动由广西评

协主席张燕玲主持。

“广西拥有着民族多元、梯队合理、活力充沛

的作家队伍。近些年来，广西文学创作呈现出良

好势头。”韩流在讲话中说，2023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系统性重塑了广西文艺创

作生产、引导、扶持、激励政策体系，一共制定或

修订了12项规章制度。此次围绕光盘的《烟雨

漫漓江》、凡一平的《上岭恋人》、黄芳的《落下来》

3部获奖作品展开研讨，有利于总结这些作品的

创作经验，助推广西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希望

广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把广西的文学

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在近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

选中，广西均有三部作品获奖，这是广西文学整

体实力提升、创作水平飞跃的最好证明。”东西

说，获得本届骏马奖的光盘、凡一平、黄芳，多年

来在文学的田地上深耕细作。他们的作品既充

分展现了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也展现了作家对

生活的深刻洞察。广西作协一直在努力为作家

们提供更周到的服务，从选题规划、精品打磨到

培养文学新人、加强对外交流，都取得了一定成

效，特别是加大了对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进一

步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活力。

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讲述了几个

普通人对故土的坚守与热爱，对野生动物、山林

水源的深切情感，表达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

主题。《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说，《烟雨漫漓江》

是作者对生他养他的山水故土和葳蕤万物的深

情告白，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化的凝视。

小说中的明灯、明山等人物，带队巡山、阻止盗

猎、防止游客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些都彰显了“天

下心”。小说里也有“人间事”，浓郁充盈的人间

风物以及山歌、油茶、彩调剧等民族文化标识，为

“天下心”铺陈了广阔舞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刘铁群认为，光盘以往的小说大多是快节

奏、多悬念的叙事，但《烟雨漫漓江》却在一种从

容的笔调中书写漓江两岸的四季流转和凡人琐

事，其中的每一寸文字都带有浓郁的、来自日常

世俗的烟火气，同时又具有超越日常世俗的神性

向度，彰显出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向善向美

的信念。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张淑云说，《烟雨

漫漓江》以“春绿柳”“水流夏”“风动秋”“冬日暖”

四个部分结构全篇，以敏锐的文字记录漓江两岸

人们生活的日常，作者洞察漓江流域的生态问题

并展开诗性反思，呼吁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诗

性社会。《歌海》主编黄文富谈到，光盘的这部小

说立足于自己出生成长的地理空间，写到了很多

独特的乡村民俗和人物心理，同时凸显出了强烈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强烈的现代意识。

凡一平的中短篇小说集《上岭恋人》以广西

瑶族乡村为背景，在人生的变化和人性的挣扎之

中展开对生存与理想的思考。《小说选刊》副主编

李云雷谈到，这篇小说集收录了11篇小说，它们

共同建构了“上岭村”这样一个文学新地标。作

者立足自己的故乡，将熟悉的人物与生活“陌生

化”，在地方性中发现独特性与普遍性，并赋予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他从容地观察与思考，在

时代巨变中写出小人物身上独有的坚韧、包容

与温情。《民族文学》副主编杨玉梅说，在这部小

说集中，凡一平精心刻画上岭村各色人物，他们

生命卑微、精神高贵，在平凡中见伟大，在疼痛

中饱含温情，在不圆满中追求圆满。作者在人

物多舛的命运中展示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在不

动声色的叙述中寄托情感与哲思。《扬子江文学

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说，《上岭恋人》塑造了一个

个敢于说“不”的形象，从裁缝、保姆到退伍兵、

修车工，他们在生活中拒绝了背叛、贪婪、自私、

虚荣，坚守着正直。作家怀着深沉的乡愁，温柔

讲述一系列充满地方性、时代性和复杂性的故

事。广西评协名誉主席容本镇表示，凡一平的

“上岭”系列作品，在叙事格调上少了一些调侃、

谴责和嘲讽，多了一些柔和、温情和宽容。这些

作品所构建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开放、包容、向着

好日子奔跑的社会，其所描写的乡村生活是一种

充满温情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新时代新乡村该有

的气度和样貌。

黄芳的诗集《落下来》收录了 100 余首诗

作，这些作品既回望内心世界，也抒写世间万

物。《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黄芳的诗既

是向内的，带着独特鲜活的女性体验，同时又是

向外敞开的，通过对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情境的

书写，使诗作极具纵深感。黄芳的诗让人看到

了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形象，一个在体验

到生命痛感之后依然坚定往前走的诗人形象。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认为，黄芳的诗关注

弱小的事物，并将这种“弱”转化为一种可持续

的力量，让自己和同类从中获得安慰，让万物

“成其所是”。《延河》副主编弋舟说，广西少数民

族作家的作品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即便不

考虑他们的民族身份，将他们放置到中国文学

的整体之中进行考量，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是

优秀的作家。黄芳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语调，

既从个人出发，又能抵达众多人的心灵，呈现出

一种富有启迪性的诗学姿态。南宁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陈祖君说，黄芳的诗歌将现实、回忆、

想象融合起来，注重情绪的点染和铺展，富有感

染力。诗人善于用对话来展开思辨，丰富了诗

歌的思想内涵。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董迎春说，

年轻一代广西诗人的作品中，除了地方性的民

族标识与记忆，更多的是多民族融合的“总体

性”，以及与日常性、时代性相联结的普遍性。

黄芳“用文字试探命运的深浅”，笔下的文字是

恬静的、质询的，也是隐忍的、思辨的。

三位获奖作家分享自己的创作感悟。光盘

说，写作《烟雨漫漓江》，最深的感触就是，作家

要在写作中用脚去丈量大地。通过深入采

访发现，漓江两岸的人们不仅崇敬自然，还有

神圣的虔诚，有着质朴而又高尚的情怀。他们

日常的烟火气，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凡一平

说，上岭是他这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也是

他生命中最亲切的摇篮。上岭的一个个人物让

他心动，他在小说中努力呈现他们在苦难中的

坚强，呈现他们的智慧和善良，同时也寄托着一

个写作者对生命的悲悯、对人性幽微的探索以

及对人性光芒的希冀。黄芳谈到，从幼年、少年

到中年，不管生活跟工作遇到什么样的动荡，她

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在30多年的

写作时间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梦想、生

存中拥有平衡术的幸运儿，“今后我将一如既往

地认真生活、真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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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10周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中国文学也富有多样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成立之初就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

数民族文学”这一文学概念也贯穿于新中国文学

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十七年文学”时期，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话语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风情与

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至21世

纪初，少数民族文学步入多元化书写的繁荣时

期，创作话语也倾向于返回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的叙事与抒情。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

来，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十

分繁荣，《民族文学》和各地的文学刊物刊发了大

量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出版数量也逐年增

多。10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

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的话语

转向，呈现出多元性与现代性同在、中国性与世

界性并存的特征。究其发展脉络，这种转向大概

可以分为社会历史题材的书写、少数民族乡村振

兴题材的书写、全球化时代民族地区生态的书写

等方面，彰显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

面貌。

一

自国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伊始，作家们

就积极以本民族的历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们更为注

意探索“重返历史”的过程，因此历史抒情十分常

见。在这个富有弹性、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学场域

中，诗人、作家以主体的自我发声来进行文学的

重构与想象。

在近1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历史题材依

然是重要主题之一。有些创作者从全球化语境出

发，对文化历史脉络以及创作范式进行积极探

索，有些创作者从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细节入

手，将文学置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之中，还有一些

新近开始写作的青年创作者以民族文化氛围为

背景，运用跨学科视角进行书写。无论是诗歌、小

说还是报告文学，均显示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

的鲜明特征，即将宏阔历史与具体现实进行关

联，在一种总体意识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

承、传播与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在10年来的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相关的

作品逐渐增多。作家们立足于时代发展大背景下

农村变迁的现实问题，叙述农民在文化心理、思

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的新变，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民俗元素的书

写，也增添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

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

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

同的理想和精神。”1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们尤

其重视对新型乡村风貌、农民形象、农业模式的

塑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

间的交往与互动变得频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进一步铸牢，这在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同

样有所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

的书写中。有些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主题的

作品，并没有沿用传统的外来帮扶视角，而是侧

重讲述贫困户自身的奋斗，令人耳目一新。这些

作品除了知识分子视角的在地性观察，有些还与

少数民族青年大学生相关，对于民族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也多有涉及。

二

在中华民族丰富悠久的文学传统中，生态始

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面向。在少数民族史

诗、歌谣、口传文学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观念，表达得十分明显。在近10年的创作

中，作家们依然保持了这样的自然观念，并付诸

创作实践。在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话语

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是突出了生态书写

的面向，尤其是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学与史诗中蕴

含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当代创作中彰显出新的

活力。当少数民族创作者将目光投向更加写实的

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时，也通常会将生命与自然

相联结，因此在观照传统民俗和现代性之间的关

系时，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场域的转换和

时间的流转。

有些作品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亲近自然并

注重环保，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也有作

品将人类置于整个世界景观之中，不仅体现人对

生命的认知，还体现出保护生态的自然观念；还

有一些作品从自然主义的书写模式出发，表现生

态的新近变化，并由此引入极富现实意义的生态

保护问题。有些动植物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图腾象

征，作家巧妙地将其放置在现代性背景中，其生

存境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进而映射社会

现实问题，触发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

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

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主义书

写来管窥1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重

面向：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转向不同少数民族

文化生成、传承和弘扬的地理空间，同时书写人

与自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生态书写不仅仅是

地域性的，还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意义。

三

少数民族文学题材的多样性与创作队伍“多

代同堂”之间的关联等新的议题，在近年来的少

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值得关注。不可忽视的

是，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不断开拓出新的题材领

域，既有宏大叙事的面向，也有个人化的经验表

达。面对多重的文化场域，其身份有时还会自觉

发生转化。还须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洪流

中，“流动”作为一种特质，始终为新时代的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新的命题。

在这些创作新变中，还可以看到由“向内性”

向“开放性”的转变，即少数民族作家不再专注和

局限于封闭式的传统文化抒情写作，而是积极思

索不同族群的交往经验与日常生活，并对当下社

会生活的变化进行思考，对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

下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予以观照。

10年来，中国作协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发展工程”资助了数百项文学选题的出

版，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新人作家的培养。鲁迅

文学院举办了系列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在中国

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1990年 12月，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

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

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方式和路径。在10年

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

民族的作家既关注到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又

都注意到了“美美与共”的意义。

四

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

词”中提到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

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

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

文学的多方面发展”。可以看出，自那时起，我国

的官方刊物就已经注意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

并且从期刊编选、文学评奖等诸多方面大力推动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在

1980年9月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评奖”的联合通知，后来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一名称，每4年评选一次，与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并列为中国作协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近10年

来，“骏马奖”先后评选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

十三届，评选出74部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和

13位优秀译者。这极大地推动和激励了少数民

族文学精品力作的创作，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获奖者既有早已

活跃在文坛的知名作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

青年作家和译者们。

在骏马奖获奖作品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主题十分突出。例如，《西南边》《神授·魔岭记》

《时间悄悄的嘴脸》《在高原》等作品，均体现出中

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

的真实经验，着重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呈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

征。还有《驻村笔记》《悬崖村》《海雀，海雀》这样

的现实题材作品，真实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乡村

的变迁。此外，文学奖项在推进少数民族双语创

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也起到

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五

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理

论话语建构。1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少数民族

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

文学新人新作；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比较研究。

聚焦构建学术史的过程，实际也是学术界反

观、反思和持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过

程。如“如何立足现场，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员与即

时的批评者”这样的问题，在近10年得到了系统

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多民

族文学论坛”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发

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两个学术会议均在不同

时期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

设”展开对话式研讨，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积

淀。代表性成果有李晓峰、刘大先的《多民族文学

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和汤晓青主编的

《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

年精选集》等。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论坛”

持续围绕“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

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也结出了丰硕成果。

1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者们著述颇丰，有

学者致力于文学史编撰，也有学者就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折射出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进了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工作。代表性的有朝

戈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中少数民族

文学理论部分，李晓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学术史》丛书，姚新勇、刘大先、邱婧主编的两

套十卷本《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

究》丛书，罗庆春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

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赵志忠主编的《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史》，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

语写作研究》等。

《民族文学研究》和《文艺报》的少数民族文

艺专刊等重要的学术平台，也在10年来大力推

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刊载了大量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动态，参与建构

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批评。多位学者

发表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的年度综述及各历

史时期的综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话语

样态、题材内容等方面展开讨论，从而建构了新

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民族文学刊物的作用

也愈发凸显，国家级刊物如《民族文学》和各地民

族文学刊物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不断推

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并将优秀的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给少数民族读者，起到了良好的沟通

交流作用。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优秀的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翻译、传播与

接受。近年来涌现出大量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

品，在国际学界已经有不小的影响力。如何看待

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如何进行跨区域性的海

外传播及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审视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进展？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领域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取得了亮眼成绩，在创作、出版、翻译、传播、

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中国特有的少

数民族文学扶持机制，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生产；少数民族作

家对于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等方面的自觉性追求，以及对于当下正在发

生的新变的反映、对于本族群的历史性回顾，共同

构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多民族文学景观。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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