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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松泽仁：关于当代藏族语言和文学的思考——以藏族女

性文学为例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8 作者：洛松泽仁 时间：2012-06-11 Tag： 点击： 

摘 要：藏族语言和文学是藏族历史、政治、社会、经济、习俗、生活、宗教等多方面

特点在文字上的反映，也是藏族作家的智慧结晶，不仅充分体现了藏族的民族精神，更凝

聚着作家的精神追求和情感追求，是作家的灵魂与标志。本文中笔者主要以藏族女性作家

为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作品分析，从而反映出藏族女性作家的不同思想，进而揭示了藏

族女性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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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族历史中，藏族女性是没有经济、政治地位的，他们只有通过信奉佛法来解脱现实

苦难。解放后，我国逐步开展了藏族女性教育事业，通过建立各种学校，实施技术培训、

文化学习等措施，广大藏族女性的文化水平随之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藏族女性的

智慧为藏族语言和文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贡献，逐步成为了藏族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

随之涌现的是众多藏族女性作家，如益西卓玛、梅卓、央珍、格央等，为藏族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打破了藏族长期以来的女性失语状态，不

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更代表了广大藏族女性的意志和思想，这也标志着藏族女性摆脱了

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以新的姿态书写自身历史。 

一、传统主义文学思想 

只有将作者的作品放到文学历史中，才能将其中的某些不可传达的东西明晰，这也是文

学传统。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女性文学，一直处于主流文学边缘。笔者对我国广泛使用的

五套大学中文专业文学史教材进行查找，其中涉及女性文学的教材只有一套，涉及少数民

族女性文学的教材几乎没有。而且藏族处于双重边缘地区，缺乏连贯的文学传统。在文学

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一些代表女性作家通过自身不断以自身的文学来打造属于母族

的女性文学传统。 

益西卓玛是第一个发出声音的藏族女作家，她成长与革命队伍中，有着极其鲜明的革命

主义色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她的《山谷里的变化》这一纪实散文，《在遥远的牧场

上》这一电影剧本以及《美与丑》小说都体现了她对于社会人生的高度自觉的认识，在作

品中，她没有刻意反映出自己的族别，而是通过对身边的人和事以及对藏族文化的热爱，

自然而然地反映出本族文化。在她的小说中，并没有太多的关于民族性格、生活环境、文

化心理等叙述，也没有太多的自己性别和族别的叙述，但其纤细的笔体和感受却无处不

在。她用自己女性特有的纤细心灵和敏感的文字来表现自我，把握世界，以自身对藏族文

化的追求和热爱来体现自己对性别、民族及生命的独特理解。她的小说有着深厚的民族文

化印记，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赞同，并传达出了对自身地位及

现实生存状态的束缚与无奈。 

二、革命主义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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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藏族女性作家逐渐受到了我国当代文学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而使

得一些藏族女性作家进入了当代读者的视野。如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玛娜珍等，她

们步入文学领域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受到改革思想的影响，加之汉化教育的经

历，使得她们开始了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化交融，逐步形成了自身写作的独特思想。 

央珍是藏族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位标志性作家。她的《无性别的神》被众多学者称

为西藏的《红楼梦》。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一

部塑造了西藏不同阶层艺术形象，生动展现藏族制度、生活习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细节

的小说”。小说中通过德康家族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仁爱而机敏的眼睛形成了独特的叙事

视角，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央吉卓玛和拉姆的命运和经历的叙述，从而代表了生活在藏

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藏族女性，揭示了他们遭受的压迫和长期以来的民族宗教传统文化束

缚。二小姐样机卓玛孤独、苦闷、无助、落寞的心灵在日常生活叙述都充分地体现出来，

从而生动的讲述了一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成长。 

其后，梅卓的《月亮营地》和《太阳部落》中，通过对男权社会强悍和冷酷的体现，揭

示了藏族女性在阶级、性别、民族文化中的多重压迫历史。《太阳部落》中笔者敏锐的关

注了藏族女性的生存现实和文化，揭示了藏族女性灵魂深处的追求，再现了藏族部落的权

力、宗教、环境、婚姻等，文中通过对伊扎千户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等人物的塑造，以及

对嘉措、扎西洛哲等人物形象的描述，再现了藏族女性生存的历史环境，充分反映出了藏

族女性在父权制文化压迫下的无奈与隐忍。桑丹、雪玛、耶喜等人对于爱情有着高度的憧

憬，但却屡遭挫折，她们无力抗拒命运，只能通过隐忍和逃逸来躲避生活，在愤怒之中打

发时间。阿多和女儿朵金在丈夫离去后，面对失败的婚姻，只能选择鞭打结婚用品白毡来

发泄怨恨情绪。在梅卓的作品中，一方面展现了藏族女性的勇敢、率性，另一方面也揭示

了藏族长期以来的制度、宗教压迫下女性愚钝、盲目的一面。在文中，作者反映出了自身

对民族文化中存在问题的忧虑和鞭打。 

在《西藏的女儿》中，格央以西藏文化为例，在藏族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为基础，进行

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比，通过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对比，从而反映出了女性的宗教情

怀，并揭示了藏族女性被压迫的痛苦，同时，也揭示了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在《让爱慢

慢永恒》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个献身与爱情的藏族女性的经历

讲述，反映出了藏族女性追求尊严与生命高贵的困惑与无奈，文中作者通过详尽细腻的笔

风，互换藏族女性消失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情感观及人格独立的苏醒，表现了作者对西藏

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反抗。 

三、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白玛娜珍、完玛央金等人受到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开放思想的

影响，在自身母族文化背景下，接受规范的汉文化教育，其文化传统、个人经历等都逐步

形成了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从而使得她们的作品开始不自觉的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

点，形成自身跨文化的文学特点。 

白玛娜珍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生命的颜色》、诗集《心灵的天际》、长篇小说《复活

的度母》和《拉萨红尘》，这些作品标志着藏族女性文学的另一个发展。虽然作者没有刻

意的在意识角度追求西方女性主义，在文中也并没有文字上的女性宣言，但其作品中的细

节描写，都充分体现了西藏女性幻想及女性欲望的特征，从而使其作品倾向与西方女性主

义。在《拉萨红尘》这一长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两个年轻藏族女性的经历故事描述，从

而描绘了一幅交织着现代社会困惑、无奈和挣扎的图画，并从内视的角度对西藏社会变迁

进行了真实的揭露，如金钱、物语以及父权文化对拉萨女性人生的操纵。在这部作品中，

作者昭示了城市压力下女性的异化和欲望的极端化，在其中作者时刻表现出了自己的女性

忧患意识和自救精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部作品代表了处于边缘状态和现代性体验局面

的藏族女性声音，充分反映出了作者对“现代性”的思想。之后的《复活的度母》一文也

带有极其浓厚的女性色彩，也是一部基于女性个体心灵史讲述的作品。小说中通过对琼芨

白姆及其母亲和女儿三代女性的经历和命运讲述构成了故事的主体结构，使女性成为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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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存在，而不是对象性存在。文中反映出了社会变迁及时代进步对藏族女性的思想影

响，如琼芨白姆的委屈隐忍、琼芨白姆母亲在场的缺席以及女儿茜洛卓玛的激情张扬等，

清晰的展现出藏族女性的心灵觉醒和灵魂深处的诉求。从作家的创作形式而言，小说通过

独特的女性主体叙述展示了鲜明的女性生存情况的深层次思考，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自身

的性别意识自觉与自身价值的关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藏族女性伦理、生存、道德的

自省以及对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思考，从而使藏民族历史中女性消失已久的主流话语

逐步浮现出来。 

当代藏族女性汉语言文学从主题、文体、形象、风格等多方面逐步体现出了独特的特

点，自成一体。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文学，基本都是由自身经历着手引发民族女性的

生存环境及经历、艰辛，展现给读者一个个出身不同、情况不同、经历不同的女性故事。

通过这些情况的反映，从而展现出藏族女性个性的鲜明个多样化，并从民族传统道德、宗

教、政治历史中所压抑的女性生存历史来揭示藏族女性的生存经验，为读者展示出凄美、

沉重的藏族历史风景。从另一方面来看，藏族女性作家也体现出了自身对本族文化传统的

困惑和思考，其中既包含对汉文化的影响，也充分反映出了藏文化的特点。 

结束语 

虽然大多数藏族女性作家的文化思想态度是不自觉形成的，但其中包含了女性主义批评

的空间性。但从总体上来看，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协作仍存在缺乏颠覆性协作姿态的问

题，未能真正的形成女性主义协作的风格。随着藏族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藏族女性作家

日益增加，希望能够以手写心，以文达志。 

 
参考文献：  

[1]、陶柯《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出版社 2006.9 

[2]、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 93页 

[ 收藏 ]  [ 推荐 ]  [ 评论 ]  [ 打印 ]  [ 关闭 ]  

0

顶一下

上一篇：日本文学中的男女交锋——男性自我与女性自我反吸收  

下一篇：金晶 林春颖：20 世纪90 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最 新 评 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 表 评 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gfedc  发 表 评论 注册 

Copyright 2005-2008 All Right Reserved 北京语言大学性别文化研究办公室 京ICP备0901202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