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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文学（广西）研讨会召开：壮族文学，怎么办？

卢羡婷

2013-1-14 19:42:19  来源：新华网广西频道 2013年01月13日

  第二次壮族文学（广西）研讨会１１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与第一次壮族文学研讨会的举办时隔２６年。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

会长黄佩华认为，近２０多年来，壮族文学日渐式微，落后于藏、回等少数民族文学。此时亟待重塑壮族文学新局面，壮大壮族

作家队伍，加大壮族文化事业的投入。 

  壮族文化以那文化、山坡文化、江河文化和石器、花山崖画、铜鼓、歌圩、壮锦等为标志，长达１万行的创作史诗《布洛陀

摩经》是壮族文化的结晶。而今，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壮族文化艺术符号，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壮族文学最初的形式是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受汉文化的影响，从唐代开始壮族就有了自己的

文人和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后壮族作家创作保存至今的诗歌有２万多首，其他文学作品、著作达３０多种。 

  尽管壮族文学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黄佩华认为，壮族文学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新

中国成立后的１０多年间曾一直处于全国先进行列，然而新世纪以后，壮族文学失去了应有的动力，不仅作家后劲不足，而且作

品越来越少，作品的厚度和力度都显得不够。 

  黄佩华说，壮族文学日渐式微，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壮族作家的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另一方面是广西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

与扶持不足，缺少政策机制和发展规划，缺少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投入。 

  由于缺少经费和指导，壮族文学创作活动很少开展，笔会、采风、体验生活之类的活动少，壮族作家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

时隔２６年后，第二次壮族文学研讨会才得以召开，规模、影响力都不及第一次研讨会。专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重塑壮族文学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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