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 26日至 5月 16日，伴着飒爽
春风，中央民族歌舞团首届春季演出季拉开
了帷幕。

在去年秋季演出季获得成功的基础上，
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季这一品牌已走入

广大观众的心中，今年更推出了多
场新鲜靓丽、风格各异的演

出，汇集了丁伟、腾格
尔、曲比阿乌、李沧桑、

吴彤、艾尔肯、扎西顿珠、马兰花、
李卫红等演员、编导鼎力合作的

剧目，再次掀起首都演出市场的波澜。
此次演出季以“深谷幽兰——中央民族

歌舞团阮演奏家马兰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
奏家马兰花携百人“阮咸”乐团登上民族剧院
舞台的情景令人震撼，她和百人乐队演奏了
经过改编的流行乐曲和世界经典乐曲，并和
民族乐队一起演奏了著名的中阮协奏曲《味
道还在》。

一台向传统致敬、向经典致敬的晚会“我
们的田野——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歌舞晚会”
让喜欢传统艺术的观众大呼过瘾。这台晚会
精选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多年来向民间学习创
作演出的歌舞节目。其中，维吾尔族《顶碗
舞》、苗族《踩鼓》、哈尼族《搓泥鳅》，朝鲜族伽
倻琴弹唱《春天来了》、哈萨克族冬不拉弹唱

《美丽的姑娘》以及《海菜腔》《快乐的啰嗦》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都是中央民族
歌舞团的经典节目。成立已经 60 多年的中央
民族歌舞团，积累了大量的来自少数民族民
间的歌舞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虽时代久远，但
依然闪烁着绚丽的光彩。时光流逝，经典依
然。这台传承民族文化、讲述民间故事的晚会
让观众沐浴着田野的清风，体验传统民族歌

舞永恒的魅力。
今年时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大庆，本次演出季因此特邀新疆昌吉回族自
治州艺术剧院音乐剧《别失八里》参加演出。
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是“丝绸之
路”新北道通往中亚、欧洲的必经之路，在
我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也是西北回族形
成的重要区域。元朝末年，东察合台发生叛
乱，后定都别失八里，之后遣使东行，归顺
明朝。音乐剧 《别失八里》 就来自这段几经
兴废的历史。该剧以两代人的爱情为主线，
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在昌吉 （当时的别失八
里）的回、汉、维、哈等各民族群众共同建设美
好家园的场景。

其后推出的舞剧《天蝉地傩》取材于贵州
黔东南侗族大歌素材和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傩
戏，以及土家族“茅古斯”音乐素材，讲述的是
一个土家族傩师和侗族姑娘的爱情故事。这
部舞剧音乐由白族作曲家李沧桑完成。她创
作的音乐多次获奖，其创作来自于广泛的学习
和采风，大量的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使其创作领
域宽广，她把当代的作曲理念和中国少数民族
音乐素材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因而，她创作
的音乐既有着强烈的中国风格，同时也极富时
代气息和个人的艺术理念。

《在“见”刘三姐》是壮族歌唱家李卫红的
独唱音乐会，她以清亮甜美、空灵洁净的歌
声，带观众一起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中耳熟
能详、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而多元曲目的演
绎和质朴真切的舞台表演，更是实现了两代

“刘三姐”的隔空对话。
春季演出季适逢母亲节，中央民族歌舞

团各民族歌手以及青年合唱团将联合演出的
“怀旧金曲——献给母亲的歌”音乐会正是献

给母亲的一份甜蜜的
爱。音乐会的演唱曲目由
上世纪 50 年代一直覆盖到今天，
他们将以各种演唱形式演绎《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的祖国》

《美丽草原我的家》《渔家姑娘在海
边》《绒花》《橄榄树》《小城故事多》等
耳熟能详的歌。

大型歌舞剧《传奇》去年曾火热
演出，此次将再度辉煌登场。这是一场
倾注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全体演职员心血的作
品，所有的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具有令人惊叹
的舞美环境和星光闪烁的明星阵容，全体演
员真诚的表演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近年来，中央民族歌舞团不断推陈出新，
探索新形式的艺术创作。此次演出季的《送你
一朵玫瑰花》就是一台成功的对少数民族音
乐进行探索和创新的音乐会，这是一场少数
民族乐器和拉丁音乐的对话，年轻的少数民
族音乐家们在民族音乐的创新和演奏上进行
了有益而颇有成效的探索。音乐会上，少数民
族音乐家将用各民族乐器，和知名爵士钢琴
演奏家罗宁及他的演奏组一起，共同演奏多
首脍炙人口的中外爱情乐曲。

中 央 民 族 歌 舞 团 近 年 来 不 仅 “ 走 出
去”，更有“引进来”。此次上演的 《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艺术季舞蹈晚会》 是演出季中第
一次邀请国外表演团体。这台不同凡响的歌
舞晚会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和第十五届“相
约北京”艺术节共同制作的，来自阿根廷、
智利、秘鲁、古巴、哥伦比亚等 8 个国家的
艺术家们，为中国观众表演了精彩缤纷的歌
舞节目。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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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重点精品
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近期由黄河
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由回族文学评论家、文
化学者杨继国担任主编，多位回族专家学者参加
了编纂工作。该书约 320 万字，是迄今为止以回
族人的视角全面展示回族口头和书面文学成果
乃至于文化成果，反映回族人民精神文化历程的
百科全书式的一部大型著作。

在该书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谈到，这部著
作不但能够使读者了解到回族文学发展的历程，
而且可以走进回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
感知他们的心路历程，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大有裨益。

记 者：我们知道，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

学史的工作很早以前就已列入议程。1958 年 7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提出要编写中国各少数民

族文学史，回族文学史被确定为首批上马的项

目，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展开。

杨继国：是的，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史的编
写工作才终于重新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所多次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
作会议。在这些会议的推动下，宁夏于 1979 年 9
月成立了回族文学史编写小组，由王十仪先生任
组长，开始了这项工作。之后，又在宁夏大学成立
了回族文学研究所，由李树江先生任所长，专门
负责回族文学的研究和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在王十仪和李树江的主持下，回族文学史的
编写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张迎
胜、丁生俊编写的《回族古代文学史》、李树江编

写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我和何克俭编写的
《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这些成果出版以后，曾
在宁夏召开了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与会
专家学者在充分肯定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成绩
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更希望有一
部贯通古今、涵盖全面、自成体系的中国回族文
学通史早日问世。可惜，达到这一目标本属不易，
再加上后来编写组人员各自工作的变动，这一工
作停顿了下来。

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报在即，
我们又萌生了重新编写回族文学通史的念头。编
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工作，得到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自治区政府将此项
工作列入宁夏文化建设的精品工程，批拨了专项
编写经费。在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下，《中国回族文
学通史》编委会和编写组随即成立。经过近4年
的共同努力，这部全面展示回族的文学乃至于
文化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总算面世了。我
们总算不负初衷，圆了几代人的梦，实现了自
己的念想。

记 者：相较于以往的回族文学史和其他民

族的族别文学史，《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特色是

什么？

杨继国：《通史》正因为编写较晚，所以也具
有后发优势，它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是篇幅宏大。这部著作有四卷五册，320万
字，不仅在篇幅上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回族文学史
著作，而且在已出版的族别文学史中也应该是最
宏大的。这充分反映了回族文学发展的壮丽图景
和丰硕成果。这种宏篇巨制，是和回族文学的历
史地位、现实状况相适应的。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写，虽是过去工作
的继续，但又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既充分利
用了自1979年以来回族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有
关成果，又面向海内外广泛捜集、挖掘了一大批
新的回族文学资料。无论是回族的口头文学创
作，还是书面文学创作，无论是古代回族作家的
作品，还是当代回族作家的新作，无论是回族聚
居区域的作家作品，还是散居在非民族聚居区域
的回族作家作品，乃至于海外的回族作家作品，

都在编写者的视野之内。
二是结构特别。根据回族的历史特点和实际

情况，我们在编写上既认真参考、吸取了各少数
民族文学史，乃至于中国文学史编写的长处，又
根据回族文学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比较符合
回族文学实际、便于更好地展示回族文学发展成
绩的结构特点。

这部书分为民间文学、古代文学、近现代文
学和当代文学四卷。这样既有史的脉络和顺序，
又能更好地展开。比如，关于民间文学，一般民间
文学都是混合在各个历史朝代中论述，因而大都
表述得不够充分，并且很难看出其发生、发展的
脉络。我们根据回族民间文学特别丰富而且具有
自己显著特点的实际，将民间文学单独作为一
卷，且置于各卷之首。再如，近现代文学也可以不
单独列卷，但是，考虑到在这个时期，正是回族人
民思想活跃、回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而且这
时期的回族文学也十分有特点，不仅是回族知识
分子，就连回族的宗教人物、政治人物也纷纷以
文学作品来唤醒族人、国人的家国意识、族教意
识，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这样，
我们也单独列成一卷，以更好地展现这时期回族
文学的成就和风貌。

回族当代文学，在我们这部通史中占了很大
的比重。关于当代文学的论述，历来有不同的体
例，有的是以时代为脉络来论述，有的是以体裁
为脉络。由于当代回族作家阵容特别庞大，当代
回族文学作品又极其丰富，而且当代回族文学的
发展基本上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时间很短，只有
30来年的时间，许多回族作家又都擅长几种主要
的文学体裁。因而，一般文学史的体例对我们都
不适合。结过反复斟酌，我们采用了以地区为单
元分章节的办法。又考虑到全国各个省基本都有
回族，都有回族作家，但其发展又极其不平衡，我
们采用了以全国大区来划分章节，以首都北京和
全国六个大区为脉络来论述的办法。以大区来分
章论述，固然便于论述的展开，但是对于回族文
学发展的脉络、各种体裁发展情况的论述，又有
着它的不足。因此，我们又有意在当代卷的绪论
中和每章前的概述中，加强了对“条条”的论述，

即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论述。这样“块块”与“条条”
的结合，经纬的交织，就保证了回族文学史编写
的完备，使人们对回族文学的发展及其特点有了
清晰、全面的了解。

三是学术上更深入。由于我们这部书编写出
版得较晚，所以我们有条件吸收、消化各民族文
学史编写的优点和长处，特别是我们这部书的主
要作者，都是国内回族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和权
威学者，有的毕生从事回族文学研究，因而，这就
保证了我们这部书的高质量。

记 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

和宗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没

有遇到困难？

杨继国：在民间文学卷中，民间文学首先就
要讲神话，我们认真研究了阿拉伯语关于神话这
一词汇的不同解释，又认真参考了伊斯兰教关于
真主创世的观点，并深入请教了民族宗教界的领
导和专家，最后采用的表述是：“因受阿拉伯文化
的影响，在回族民间，‘神话’一词，仅限于虚构、
幻想类故事。认为那些《古兰经》之外的故事，才
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才可以称之为神话。”这样，
既尊重了学术的规范，又照顾了群众的感情。

再如，在古代文学史中，许多回族作家的族
属一直存有争议。如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权威
的中国文学史莫衷一是，几种说法并存。在我们
的《通史》古代卷中，不但依据历史记载，说明萨
都剌出生于西域回族世家，而且深入刨根问底，
翻检各种《萨氏族谱》，均找到了萨氏“先世色目
人”的记载，还查证了明代萨氏后裔在福州修建
清真寺的碑记的记载，以及福建闽侯县萨氏宗词
中记载其先祖为“答失蛮”的楹联。以此证明，数
百年以来，无论在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经
历了多么复杂纷纭的变化，萨氏后裔们一直承续
着有关自己家族源于回族的历史记忆和清醒认
识。不仅如此，还找到了清代萨氏后代子孙“变
俗”的记载，这也是至今萨都剌的族属产生异议
的原因所在。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纂成功，关键是我
们拥有一支优秀而专业的编写队伍。在此，我作
为主编，对付出辛勤心血和作出卓越贡献的各位

主编、编委和撰稿人表示感谢。
记 者：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回族文学史的编

写，你们对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怎

样的总体印象？

杨继国：我们对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有了更清晰、完整的认识，也有许多感悟。

第一，回族文学不仅在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杰
出的作家、优秀的作品，而且在当代更是人才辈
出、灿如群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这部书原
计划写180万字，但现在却写成了320万字，尤其
是当代部分，有120万字。不是我们想多写，实在
是东西南北中的回族作家太多了，而且以前没有
表明族属的作家这时也不断被发现，实在是难以
割舍，压来压去，还是这么多字，这是和回族文学
实际的情况相符的。

第二，回族文学的创作领域非常丰富，作家
风格也多种多样。漫步于回族文学创作的形象画
廊，我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回族作家们展示了多
么广阔、丰富的创作领域啊！一个民族文学创作
题材的丰富与否，反映了一个民族人民的现实及
内心世界的宽阔和丰富程度。这种题材的丰富
性，使回族文学像一条汪洋恣肆的大河，从而呈
现出无限壮观、无限丰富的博大境象。这正是一
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应具有的文学景象。

第三，虽然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
材和作家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仍然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相对一致的美学追求。许多
回族作家不仅自觉深入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本
民族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深刻
反映民族社会生活、表现民族情感、具有民族
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一些不是直接反
映回族生活，甚至是非回族题材的作品里，也
渗透着自己的民族情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民
族视角和审美倾向，散发着回族文化特有的灵
光和趣味。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民
族风格，使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百花
园中独树一帜，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
特色。这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的文化自觉和回族
文学在风格上的成熟。

由此，我们对回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
心。尤其是现在，一大批植根于民族文化厚土、文
学根基扎实的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了起来，仅就
宁夏而言，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等人的创作成
绩不俗，已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假以时日，他们一
定会成为中国文坛的栋梁之材，因此，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沿着这条良性发展的轨道，回族文
学的发展前景会更加灿烂辉煌。

全面呈现回族文学的成就和风貌
——访《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主编杨继国 □本报记者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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