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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沛萍]70年来西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06-07  作者：胡沛萍

　　一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藏的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西藏文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契机。70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始终关注西藏的社会现实，从多角度多层面书写、反映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表达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声

和追求。西藏当代文学把它的触角伸入到了西藏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西藏当代文学也有着多重主题。但在多重主题中，有一个主题却

始终延绵不断，且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这一主题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创时期，西藏当代文学就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时，一大批随军进藏的部队作家和原本

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作家一道，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高涨热情和冲天干劲，描绘西藏美丽辽阔的山河大地，讴歌勤劳朴实的劳

动人民，抒发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描画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建设雪域高原的火热景象。例如，

诗人擦珠·阿旺洛桑用藏文创作的诗歌《金桥玉带》，描绘了人民子弟兵修筑青藏公路的壮丽场景，热情讴歌了筑路英雄甘于奉献的牺

牲精神和不畏艰险的顽强斗志，揭示了青藏公路的通车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意义。诗人把青藏公路比喻为“金桥玉带”，形象生

动地诠释了西藏与祖国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这首诗翻译成汉语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广泛关注，让人们感

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心声和时代强音。擦珠·阿旺洛桑还创作了《欢迎汽车之歌》《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爱国青年大

团结》《写在建军节》等富有时代气息的诗歌。这些诗歌描写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动人场景，反

映了西藏各族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除了擦珠·阿旺洛桑，还有其他许多藏族作家、诗人，以

及徐怀中、杨星火、周艳炀、刘克、高平等作家，都曾用他们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新西藏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反映西藏各族人民在

祖国大家庭里不断发展进步的现实图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藏当代文学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除了老一辈作家们继续活跃在文坛上之

外，一些带着新的艺术理想的作家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他们以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观察西藏历史和现实社会，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笔

调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益希单增、朗顿·班觉、扎西班典、扎西达娃等一大批作家都创作出了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彰显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作品。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最明显地体现这方面意识的是赤烈曲扎的散文创作。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和态度，向全

国读者介绍西藏文化，希望西藏文化能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得到更多读者的认识。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他始终在发掘和

阐发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间的交流、交融，介绍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其他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比如，他在介绍西藏著名寺庙萨

迦寺时写道：“萨迦寺是个艺术宝库。几乎每一件都能说明元朝及以后的明清时代，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许多

艺术品都是各民族团结的共同结晶。”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华各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且不断拓展扩大的交流、交往和交融的事实

的发掘和阐释，是西藏当代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藏族作家降边嘉措随军进入西藏，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是反映边

疆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小说中描写的革命军人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尊重民族宗教

习俗的优良作风，以及老百姓热情拥护革命军人的动人场面，很好地体现了各族人民心连心一家亲的历史传统。

　　二

　　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为自觉、鲜明。作家们的创作立足西藏，关注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把对西藏

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书写，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关联起来，表现了作家们站在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看待

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下面结合几位作家的几部作品进行分析。

　　作为一位在西藏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作家，平措扎西经历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睹了西藏在社会主义大家

庭中走向繁荣的现实。因此，他的作品立足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书写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以现代意识审视民

族传统文化，期待民族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赓续发展。他的散文集《世俗西藏》以拉萨为中心，以“世俗”为观察的聚焦点，从多个方面

描写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拉萨的社会风貌。无论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世俗”现象，还是整体性的社会风貌，作者的着眼点

是西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建立在西藏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基础上的。而交流、融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在创作中，平措扎西是把西藏的发展进程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的。他的长篇纪实散文《藏地追梦人

——土登的传奇人生》，以西藏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艺人为典型形象，讲述藏族艺人土登的一生经历，塑造了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

活的人物形象。土登始终把“给人民大众表演”作为自己从事艺术的目的。他不辞辛苦，带着表演队伍下乡村走基层，真正让艺术走进

了人民大众。此外，从土登曲折平凡却又非同凡响的艺术人生入手，作品以生动形象的艺术表达，充分表现了西藏当代艺术家献身民族

艺术，以艺术创作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可贵品质和高尚情操。这是西藏当代艺术家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集中体现。通过整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土登的艺术追求始终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西藏社会

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才导致了人物人生轨迹的转变。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等历史转变，为土登的人生道路开辟了广阔的

天地。

　　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所表现出的开阔的社会视野和历史大局观，使得他的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

重要品格。其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把个人命运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小人物命运的流转和精神意识的变化，既描述了个体命

运的起起伏伏，又揭示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这部小说的主要取向是宗教文化叙事，且注重民族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掘，

但其中关于历史进程的描述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说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演绎，揭示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

而这一必然性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是相一致的。作者把人物命运的流变放置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书写，由此充

分揭示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整个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作品通过主人公晋美旺扎曲折的人生经历，叙述了西

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场景，以及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英勇事迹。这其

中作品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就是中华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尤其是作品中所描述的西藏社会开明人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求社会变革，以及广大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诉求，更能生动有力地体现中国各民族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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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协力、共同缔造和建设统一稳定的伟大祖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晋美旺扎身上体现出了地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即儒家

文化精神）相融合的特征。

　　吉米平阶的《叶巴纪事》是一部记录西藏当下社会现实中重大事件的长篇散文。从题材看，它所描述的内容是西藏的强基惠民政

策。自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实施强基惠民政策，全区企事业单位派工作人员到各地区乡镇村进行驻村活动，目的是帮助各个乡村发展

生产，同时宣传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之后，这一惠民政策又成了西藏脱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一政策是西藏自治区政治经济生活

中的大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在这部散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高瞻远瞩的历史视野和与时俱进的历史眼

光，由此表现出了鲜明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是站在西藏社会稳定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高度，来讲述

西藏的驻村工作和西藏乡村发展的。由于险峻的地理状况和复杂的历史原因，西藏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峻的局面。西藏

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长远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吉米平阶的这部纪实性

散文，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和大局观出发来展开叙述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的叙述笔调，是基于整个国家当下目标明确、

思路清晰、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西藏乡村社会正在诸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下，逐渐地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提

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吉米平阶讲述的是西藏乡村的故事，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故事。从西

藏乡村故事，我们观察到的是整个中国的故事，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时代气息。

　　在西藏当代戏剧创作中，无论是历史题材的剧作，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们都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局观出发，在民族

团结、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中展开文本叙事。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小次旦多吉的大型历史剧《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是传统

藏戏中的重要剧目，一直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新中国建立后，创作者们对这一剧目做过多次修改和创编，取得了很不错的艺术效

果和社会文化效应。2005年，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小次旦多吉对这一传统剧目做了大胆的改造。小次旦多吉打破以往单纯用藏语

或者汉语演绎《文成公主》的程式，大胆采用京剧的一些表现手法，用京剧与藏戏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演绎《文成公主》。除此之外，剧

中音乐也由具有藏族特色的音乐和京剧音乐融合而成；服饰方面，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戏服饰和京剧服饰同台展示。这些形式上的大胆

创新，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融合，在艺术和文化上兼容并包的体现。这种突破民族艺术表现模式的创新性实践，不但能够促

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而且能够培养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以及情感上的相互依存。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正是对千百年来西藏与内地

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这部剧作不但继承了以往同类剧作弘扬政治上国家统一、情感上民族团结、

互相亲近的历史主题，而且以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呈现了当代中国民族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创作方面的

集中体现。

　　三

　　通过对上面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阐发，我们可以看出，西藏当代文学始终饱含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是西藏当代

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主题。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作品，具有一些大致相通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作家创作时持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发展的、进步的历史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演化、形成的，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进步的结果。对此，作家要有明

确的认识，这是任何创作展开的历史前提。无论是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作家要让这种历史观和历史意识在其中发挥

指导作用。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具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家，大都对地方历史、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

和理解。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是如何融合延续而来的。因此，他们能够真切地认识“一部中国历史就

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历史真谛。他们明白

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作

家们在创作中就会自觉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导性的指导思想，并贯穿其中。

　　其次，作家们具有开放的文学视野。边疆地区的文学创作，都带有很强烈鲜明的地域色彩，是比较典型的地域文学形态。这种艺术

取向有自身的优势，但也会容易限制作家的艺术视野和思想视界，往往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艺术格局。一些作家关注、关心周

围的世界，忽视或不顾及周围世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就无法赋予作品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西藏当代作家的创作在题材上具有地

方特色，但西藏的许多作家都有着开阔的文学视野。他们的创作，很多时候关注的是西藏的人事风情和社会现实，但他们的艺术视野和

思想视界却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许多作品是把书写对象放置在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和宏阔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加以描述的，作品所描

写、反映的问题往往就是全体中国人关心关注的问题，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如此一来，作品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意识，而这种

整体性意识的核心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意识。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西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这促使西藏变成了一个多元文

化交流融合的地域。尤其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城市，已经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地域。西藏当代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语

境中。西藏当代作家自然而然地拥有多元文化意识。毫无疑问，这种多元的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糅合在文学作品

中，就会转变为一种共同体意识。

　　总之，文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文学又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学创作体现出的文化意识，往往是社会思想意识的集中体

现。新世纪以来，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语境中的西藏当代文学，紧贴人民生活，呼应时代召唤，反映时代精神，表达民族自

信，自觉地担负起了历史赋予文学的社会使命。它们从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继承各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传统

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文学的方式诠释和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

文章来源：《文艺报》202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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