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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新世纪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可谓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围

绕着这一概念，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使得原本较为沉

寂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成为众声喧哗的话

语场。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宁召开的

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所作的“中

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言引发

了广泛讨论，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的首

次亮相。时移事往，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提出近十年，

但是其理论能量却依然充沛，并且为下一轮少数民族

文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可能性。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华多民族文学

史观”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其产生的最大

影响就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进行

范式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一个前缀的变更，

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发展

脉络的反思。自此之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正视“多民族”的在

场，也必须在“多民族文学”的层面进行宏观或微观的

文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文学”已经将自身

形塑为“方法”。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带来的效应是多重

的。首先，“多民族文学”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超

越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格局。在较长

时间内，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

领域，将其与“汉族文学”分隔开来进行研究。这

样做的初衷始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尊

重，也来自于新中国文学对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隔逐渐阻碍了各民族文学

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使得用“多民族文学”的概

念重构“中国文学”框架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多

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实质是一种文学史的“归还”

与“回返”。它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起到了

“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作用。

其次，“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不仅扩大了文学史的

容量，还暗示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相对于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内部文学与文化

的倾向，族际对话和文化交融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恰好是前一种研究范式经常忽

略的。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各民族的叙事

传统或抒情传统有着复杂的对话和互动，产生出彼此

缠绕、彼此共生的混血文学形态。因此，“少数民族的

汉语书写”、“汉写民”、“翻译”和“文化间性”等现象在

“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成为焦点。

再次，“多民族文学”研究催生了“多民族比较诗

学”。“多民族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之间文化接触与

文化交往的交界地带进行的诗学研究，是在多民族文

学平台上进行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探讨。“多民族比较

诗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凸显出各民族之

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在多样性的文学表述中呈

现“多元中国”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既有研

究中单一民族自我本位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取向，产生

“内部的构造”的效果。因此，“多民族比较诗学”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比较文学框架，揭示了“中国文学”作

为多重缘起和多元建构的“复合系统文学”的本质。

此外，“多民族文学”涉及国族建构与国家想象问

题。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作

者李晓峰和刘大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文学是建立在“多民族”的法理基础和学理基础之

上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国家知识属性”，即使

是作家主体的创作也必将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

约。由此看来，“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文学”是同构

的。惟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多

民族文学”的意义所在。毋庸讳言，“多民族文学”是

一种“国家文学”，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史

框架。

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文学并不将知识进行分

类或切割，而是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对现实进行再现、

加工与想象，进而进行总体性的把握。相对于民族

学、历史学与人类学，文学是一种关于人、人性和情感

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正是如此，她承担了形塑身份

认同，锻造民族情感，在急速变幻的时代中进行认知

图绘的功能。“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情感的容器，不

仅仅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意涵，更重要的是它作

用于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层面，并由此产生丰富的文

化、社会与政治的“跨民族连结”。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生活着生活

方式、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个民族，虽

然他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却都以“中

国”作为生存的家园与认同的对象。然而，当“现

代性”的世界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本身也面临着

巨大的转型。“中华多民族史观”正是这个转型时代

与过渡时代的重要产物。“多民族文学”处在“少数民

族文学”的延长线上，它不仅能加强跨族际的对话与

互动，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结成更

加紧密的文化纽带，还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建构新的

身份认同与家园想象。恰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人

文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idea type）是一种分析

概念，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工具。人们必须通过“理想

类型”的方式才能处理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使之形

成一个条理分明的系统。“多民族文学”正是这样的

“理想类型”，在表面上看来，它是一种新型的文学史

框架，但究其根本，它更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通

过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

立场、视角和路径，来重新观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中国文学风景”。

每当谈到深入生活，人们总会想到，是现实的、

至多是历史的生活——需要了解并亲身感知身边以

及其他地方的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或已成为过往事

件、被记录在有关资料以及被人们口头传说着的生

活，却很少想到未来的生活。倘有人提出此类建议，

很可能被当作是痴人说梦——因为那是不可能做到

的事情。

若静下心来，了解一下世界文学发展史和世界

科技发展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这两种历史，就不难

发现，文学和科技的关系非常密切，幻想文学的发展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

地说，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无不起源于

想象，一如莱特兄弟最终能发明飞机，就是因为儿时

父亲给他们买过一个会飞的蝴蝶玩具而产生的幻

想。而幻想一旦付诸于生动有趣的文字，就成了幻想

文学。

其实，任何幻想刚刚在人们的思维里萌动或闪

现时，大都被认为是幼稚可笑的、不成体统的，也是

羞羞答答的。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勇气。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一句俗话：

“说出来，做出来，娶个媳妇带出来，养个儿子抱出来。”同样的道理，某些

头脑聪颖、反应灵敏、敢想敢干的科技人士，一旦受到幻想文学的启发，就

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甚至于手舞足蹈、夜不能寐，便运用所掌握的科技

知识，将幻想文学中的那个茧，在自己的心窝里渐渐孵化成了蓄势待发的

蛹，而后又将其幻化成了色彩惊艳而又翩翩飞舞的蝶。

应该说，这个过程是神秘而艰辛的，但又是生动而有趣的。一旦少了

某个环节，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直到有一天，某个幻想终于变为奇迹而

群情振奋、欢呼雀跃时，人们立马意识到，应该珍惜每一个梦想的种子。

幻想是创造神奇的种子，那些敢于把幻想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的创作

者，是值得钦佩和尊敬的。然而，纵观国人以往种植的文学园林，虽说百花

齐放的提倡一直不绝于耳，但不难发现，幻想文学的品种和数量依然少得

可怜。

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何在手的鹞子不耍，而迷恋于满天飞

的鹰呢？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就在很多国人漠视甚至无视幻想文学的岁月

里，外国作家却对此情有独钟。依据于那些科幻文学，美国的科幻大片以

铺天盖地的气势，在全世界风靡起来。而在国内，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在默

默关注幻想艺术。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幻想文学，就不能不改变原来的看法了。幻想文学

不仅可以激活人们大脑里已经冰封了许久的一些疆域，还可以改变人们

总是热衷于羊群效应和急功近利的习惯乃至基因，更可以激发人们思维

天地里的想象活力。

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国家是一个产生过无数经典浪漫诗歌的国度，

应该发现幻想文学势如破竹般的发散作用和撼天动地的爆发效应。由作

家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由世界科幻大会主办的雨果奖。值

得注意的是，“雨果奖”中的“雨果”，不是以写过《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等巨著而闻名于世的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而是指在美国创立了科幻

杂志《惊奇故事》的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在这个特别注重和善于借助名人

效应的世界上，以一位编辑的名字命名一个世界性文学大奖，是一件多么

难能可贵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啊。《三体》的获奖至少说明：在中国依然

有很多不甘寂寞和善于“深入未来”的勇士。

未来是神秘莫测的，无论谁想深入，就得把目光展望到无穷远，把心

胸拓展到无穷大。否则，就很难经得起前行路上碰到的各种“防不胜防、莫

名其妙和突如其来”。但时至今日，有人还在以“深入未来”要比“深入现实

或历史”随意和省劲为由，忽视幻想文学的意义。这可真是谁不生孩子谁

就不知道肚子疼啊。岂不知，如果没有从深入生活（包括现实和历史）中获

得的诸种体验和启悟，又怎么能打开未来世界的一扇扇冷峻之门？因此，

“深入未来”领域的文学创作者，事先就得完成好深入现实或历史的必修

课。否则，深入未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稽之谈。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刘慈欣的获奖，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而是一种激励、一种呼唤、一种引领，让更多的人在深入现实生活的同时，

深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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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

文化交融与家园想象文化交融与家园想象
□□汪汪 荣荣

近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共昭通

市委主办，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中共昭通市委

宣传部、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承办的“中国

多民族作家看昭通”活动在云南省昭通市举行。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

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

副会长叶梅，云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云南省报告

文学学会会长黄尧，昭通市委书记范华平、市长

郭大进，以及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一

“昭通是云岭大地通往中原的门户，是多民

族文化融合的福地，是历史古迹衬托现代文明

的精华之地。希望作家们能真正走进昭通，深入

了解这里的发展状况与历史文化，反映老百姓

的真实心声。”在活动开幕式上，丹增对此次活

动提出了期待。叶梅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具体情

况，并为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授予“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昭通创作基地”牌匾。她希望作

家们做到身入、心入和情入，通过采风活动，收

集到丰富的创作资源。

5天时间里，作家们深入鲁甸县崇文阁、桃

源乡龙头山清真寺、龙头山地震遗址、盐津县豆

沙古镇、牛寨乡新华村祯楠保护区、胡家湾农业

体验园、威信县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扎西会议会

址、水田花房子会议会址、湾子苗寨等地进行采

风。五千年石门关，关内为中原，关外为滇地。秦

时秦孝文王修五尺道，又称滇僰古道，是滇川之

间的必经要冲。古老文化的震撼人心，灾区遗址

的发人深省，宗教寺院的温馨纯净，现代田园的

翠绿浩淼，红色扎西的庄严肃宁，炽真苗寨的感

人至深，昭通多元文化的缤纷交融，既独立存

在，又内在关联，表征出滇东北珍贵的文化结

构，令作家们慨叹不已。

作家们还为灾区孩子们带来了自己的作

品，并在灾后重建的龙泉小学举行了赠书仪式。

学生们表示，感谢作家们对自己的关怀和牵挂，

今后将会更加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回报作家叔

叔阿姨的深情厚意。此外，为帮助鲁甸地震灾区

学校更好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龙泉

中学达成战略协议，从学生中选一些优秀作文

在《民族文学》杂志上进行发表，鼓励孩子们的

生活勇气和信心，为孩子带来更高更远的理想

和希望。

二

“昭通作家群”以其不俗的文学成绩，在云

南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据介绍，在

昭通，有180多人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上发表

过作品，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在此次活动中，主办方为吕翼、杨莉等昭通少数

民族作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作家评论家

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针对当前昭通文学的

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上，丹增对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给予

肯定，对“文学”、“文化”、“艺术”三者关系进行

阐述。叶梅认为，吕翼一直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

家，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让人体验到了文学的

多种功能：批判现实、温暖人心。尹汉胤认为，吕

翼的《疼痛的龙头山》从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

社会，主题挖掘深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

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李炳银说，

杨莉作品《断裂带上的断裂》记录的是鲁甸大地

震，体现了文学对社会重大事件的承担，带着真

情实感进行记录，写出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脆

弱，很有疼痛感，很有震撼力。李建军对当代文

学创作进行了一番分析，鼓励文学创作要“合情

合理”，符合人情事理。整整3个小时的研讨会，

大家的发言积极热烈，认真诚恳，从文学到人

学，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生态，从文学的地方性到

文学的大语境，从文学的题材体裁到文学的意

义与使命，庞杂纷纭，意犹未尽。

几位被研讨的作家谈到，大家对自己作品

的解读与研究，有不同的视野与角度，体现了不

同审美观念的碰撞，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审视自

己，有了扬长避短的可能与机会。

三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对昭通文化的深入调

研，近距离触摸滇东北这块别样的文化土地，感

受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下，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

隐秘流变以及恒久不变的岿然持守。一路走下

来，作家们在颠簸中满怀思考，于风雨中伴着欢

歌，大川大河给了大家全新的眼界，山路崎岖给

了大家刻骨的记忆。每个人都真诚地投入到对

昭通文化的感知中，积极交流，认真聆听体会，

对昭通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和民族风情都感触

很深。

大家谈到，此次活动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走进生活深处、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的

文化考察。通过这次考察，要用手中的笔把昭通

历史的浑厚、民风的淳朴、文化底蕴之深厚、人

心之真诚等等写出来，让更多的脚步踏上这片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大地。

杨红昆、任芙康、牛玉秋、庆胜、杨鸥、

梁长江、格绒追美、韩静慧、张彩凤、鲁若迪

基、纳张元、段平、李骞等作家评论家参加了

此次活动。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
——“中国多民族作家看昭通”活动侧记 □贺 颖

3000年前先民们祈求人丁兴旺热

烈舞蹈的岩画，栩栩如生、舞姿各异的唐

代百戏俑等近百件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珍

品于近日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展出，徜徉

其间，让观众真切地体会到古代新疆文

明的博大与辉煌以及丝绸之路之于人类

文明发展的意义。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白文煜说，该

展览收集了新疆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出土

的精美舞乐文物，近百件参展文物中，每

一件文物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交流与融

合的气息。

新疆自古以来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

桥梁和纽带。白文煜说，丝绸之路的开通

和发展不仅繁荣了贸易、传播了文明，更

让新疆成为华夏文明与多个其他古老文

明交流对话的国际大舞台，而“舞乐文化”

正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强音之一。

早在约3000年前，东西方舞乐艺术

交流的盛会就在新疆的天山脚下拉开序

幕。先民们以翩翩起舞表达丰富的情感，

讴歌生命、智斗野兽、欢庆丰收……他们

将舞蹈场景刻画于岩壁之上，或将舞蹈

画面作为图案对衣物进行装饰。不仅如

此，人们还将舞乐情景保留在了各类文

化古迹之中，生动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

种类的舞乐表演。唐时从西域传入的胡

旋舞在长安风靡一时，著名诗人白居易

观看后曾写下“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

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

舞”的诗句。

从新疆石窟壁画中所绘的琵琶、箜

篌、阮咸、筝、笛、羯鼓、腰鼓、答腊鼓、拍

板等乐器看，新疆古代舞乐艺术是极为

丰富的，一些乐器传入中原后成为宫廷

音乐及俗乐演奏时的重要组成部分。白

文煜说，“大量资料说明在多民族聚集、

多元文化交汇大背景下产生的舞乐艺

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最佳美

景、最妙弦音。” （赵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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