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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写作赢得赞誉的著名藏族作家阿来，在2009年受到了更多关

注，一方面因为他新当选了新一届四川省作协主席、出席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另一

方面更是因为继年初推出《空山3》完成了六卷本的长篇小说《空山》之后，今年下半年还

将推出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传》。这本即将面世的新书，届时会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

等六种语言同时出版，将是中国第一本未正式出版就确定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并在全世界同步

推出的小说，让业界非常期待。  

  如此厚重而持续的创作成绩，不仅是因为勤奋和天分，更是缘于阿来将写作作为把握世

界的方式、将文学与生活融为一体，其广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哲学底蕴和独特的文学眼光,

赋与了写作极具个性的定义。  

  从小生长在藏族地区,藏族题材小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创作了大量反映藏族

人民生活的作品，阿来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藏族文学的优秀表达者。但是，阿来并不将自

己简单定位为少数民族作家, 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谈到发展少数民族文学,阿来有着自己

独特的看法——  

    

  记 者：《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要把《格

萨尔王传》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写成小说，还要写得好看，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或最需

要花力气的地方是什么？  

  阿 来：我没觉得特别花力气或是有什么挑战。因为我准备的时间非常长，很充分。  

  我不是因为写小说才开始关注这些历史和文化，我对待文化没有那么功利的态度，非要

开始写一部小说才关注。我一直在关注些东西，所以对我而言，关注没有什么开始或结束。 

  我一直对《格萨尔王传》非常有兴趣，一直也在进行研究，之前就有写作的打算。几年

前，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话”项目的组委会找到我，希望我由来重述《格萨尔王传》，我

知道苏童、叶兆言和李锐他们的作品已经先后推出了。《格萨尔王传》这个题目刚好是我感

兴趣的，所以我才来写这部书。我不会因为别人找我写什么就来写什么。  

  记 者：是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怎么写还是编辑有什么创作要求？  

  阿 来：没有什么要求，我只会按自己的想法来写，不会有什么框架。  

  记 者：你的作品《尘埃落定》和《空山》表现的主要是四川地区的藏族, 而《格萨尔王

传》反映了西藏地区藏族的历史,是不是你写作的视野越来越深远了?  

  阿 来：我写藏族文化，不是只关注了藏族文化，文学应该关注全人类全宇宙的情感、

命运。  

  因为文学需要从具体的东西入手来表现，所以你会看到作品好像只是在描写某一个地域

的历史或文化，但实际上，文学背后的视野是全人类的。文学不像哲学，哲学是抽象的，可

以直接表达全人类或宇宙的概念，而文学是具象的，必须要通过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呈现，但

文学背后的东西和哲学是一样的。  

  对于我来说，不是因为我是藏族作家就只关注藏族文化，不是因为我喜欢什么文化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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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什么文化。作家的视野应该是广泛的，就像哲学所关注的。  

  记 者：我感觉在你的小说中，始终关注乡村命运、传统文化,也在展现历史进程对传统

的影响、对民族心灵的冲击。那么，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家能做些什么?  

  阿 来：我不太考虑现实中的冲击问题。所谓冲击，是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所以不可避

免会受到冲击。我觉得老讲保护传统是没有用的。你想要保护什么？是保护以前的生活方

式，还让人们按以前的耕田种地的方式去生活？还是保护以前的娱乐方式，让大家不看电影

电视，改成在火塘边唱歌跳舞？这些都不现实。但凡要保护的，都是因为需要发展了。文化

只有发展了才不会被冲击，但文化又是不可能单独发展的，必须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同时发

展。  

  记 者：四川的藏族作家和彝族作家都有特别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也涌现了很多优秀

作品，如果要出现影响主流文学的少数民族作品，你觉得目前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应该

要加强哪些方面？  

  阿 来：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不要仅仅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就只关注自

己的民族，表现民族应该只是自己的一个入口。像四川的彝族，分布非常广、支系也非常

多，在云南地区也有不同支系的彝族，肯定有很多差异性和独特性，但如果只去表达这些少

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可能会增加一些阅读点，但真正的文学应该表达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情

感，只顾着表达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可能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误区。  

  少数民族和汉族有什么本质不同？无非是地域条件不一样，吃穿有点不同罢了。少数民

族和全人类的情感都是一致的，都有爱恨情仇，都有生老病死，不是少数民族文化一定就要

跟别人不一样。  

  记 者：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方面有什么优势吗？  

  阿 来：我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没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优势的话，也就

是有些题材别人没写过。但这也可以是一种劣势，因为没有被表达过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表

达。  

  记 者：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业内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但在主流文学范围里，还是

不太为人所知。怎么才能更多地融入主流文化？  

  阿 来：从创作内部来讲，比如吉狄马加的诗歌为什么有影响力，因为他的诗歌不是讲

的民族的差异性，而是普遍的人类的情感。少数民族作品的独特性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读者，

但不要以为有了差异性就够了。  

  从外部机制来讲，现在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些文学传播的方式，研究如何介入传播媒介来

扩大文学的影响。文学现在都是与各种传媒相联接，从而产生影响的。所以我们反过来要研

究在目前的文化市场、经济机制下，如何更好地传播少数民族文学。  

  记 者：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我们知道你为灾区作了很多事情,不但个人捐资,还一直在和

几位四川籍作家共同为震区学校的筹建努力。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  

  阿 来：我们一直在为筹建学校努力，但的确不是我们想建一所学校就立刻能建好的，

这跟震区的重建规划是有关系的。地震灾区的重建规划，政府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而且

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还要考察地震后地质情况的变化，要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看适

不适合重建。等所有的调查和规划出来后，才能开始。  

  记 者：今后会写非藏族的东西吗？或者写城市题材？  

  阿 来：我说过，我没有局限性。我不会局限在某一个题材或某一个族别，我关注的是

全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没有限制。  

  记 者：写完《格萨尔王传》后有什么想法?会写什么样的作品呢？  

  阿 来：写作是我终生的想法，但我不会着急写完一个就开始写另一个。下一步写什

么，写完以后自然就会产生想法。 

原载：《文艺报》20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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