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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社会发展的镜子
纳张元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949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茅盾先生撰写
的《发刊词》中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作为《人民文
学》的任务之一明确提出来。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才逐渐清晰。

    不管“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何时提出，自从有民族存在就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在进行。从

1921年到现在，每一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都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活跃其中。90年来，少数

民族作家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

    专注于对国仇家恨的抒写

    从1921年到解放前夕，战争的硝烟屏蔽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他们与汉族作家一起专注于对

国仇家恨的抒写。

    1932年，满族作家李辉英发表了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叙述的是“九·一八”后，东北某省城女中

学生受到日军侮辱的故事，表达在遭受外敌入侵时，除了坚决反抗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偷安苟活。他

曾回忆说，当时他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来执笔写反日的作品的”。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1930年前后所写的《巨大的妥协》等诗篇都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哈

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在《狱中之秘》一诗中写道：“我不再无所作为地昏昏沉睡/更不会对黎明将至失去

信念/我矢志战斗到最后一息/我誓做你敌人行列中的一员。”这是诗人向敌人宣战的檄文，也是表明自

己加入革命行列的宣言书。

    白族作家马子华出版于1935年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写的是西南边陲“土司”对“子民们”的

压迫，完全是原始的、野蛮的、奴隶主式的压迫。主人公阿权的抗争尽管失败了，但不甘当奴隶的精神

却是一种昭示：被压迫的奴隶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茅盾称誉它是“描写边远地

方的人生”的“一部佳作”。

    马子华的散文小说集《滇南散记》“填补了解放前没有反映边地生活的文艺作品的空白”。作者怀着

对人民悲惨处境鸣不平的愤慨心情，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黑暗残酷的年代里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灾难性的生

活、不幸的命运。

    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于1939年前后的《海的召唤》、《南行草》等作品，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强烈不满，充满爱国主义感情。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暗夜》、《武彬沟的传说》、《受难

小计》和《第二故乡》等作品，多视角地描写了朝鲜族农民在日伪政权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下的苦难生

活和反抗精神。纳西族作家李寒谷的《三月街》（1935年）的主人公金松是一个几代人与地主、土匪结

下血海深仇的青年农民，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

    由于作家们是带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文化背景去抒写国恨家仇和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战

争，所以文学创作中经常反映的是少数民族同胞如何带着自身的局限投入战争，又如何在战争的考验中

自我克服和自我斗争，作家们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尽情讴歌年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走在尽情讴歌党、讴歌领袖、讴歌新社会的前列。

    蒙古族作家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写的是农民张栓因为做小买卖，“捣腾牲口”，欠下了账，

想卖掉土改时分的土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而村里的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之后攒了点

钱，想买下这块地为后代置业；后来在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的劝说下，放弃了买地的念头，而将自

己的钱拿出来帮助张栓，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李凖的电影剧本《李双双》中心事件是写农村如何发挥妇女劳动力，正确开展评工记分问题。女主人

公李双双大公无私，敢想敢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行为。《李双双》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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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体现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的是敢于与

社会上的自私行为作斗争。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在这个时期写了《祖国之恋》、《诗选》（维吾尔文）、《尼米希依提诗

选》等许多歌颂祖国、歌颂新生活的诗篇。他的诗深沉凝重，壮阔雄浑，运用古典格律，自然流畅，在

维吾尔族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短篇小说《锻炼》通过麦提亚孜怎样由懒汉转为出色的社员，表现了农村合

作化运动对维吾尔族农民的深刻影响。 

    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作家们凭着对少数民族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

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

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少数民族作家开始集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人类自身的生存

环境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与党和国家

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故事围绕着“我”与公鹿的三次邂逅展开，公鹿的

意志和品格唤醒了“我”的生命意识。 

    傈僳族作家杨泽文的《大山无虎》真诚地呼唤人与包括老虎在内的一切动植物和谐相处。

    彝族作家李智红的《喊那口老井为爹》从民间文化的图腾意识角度来表达对自然的态度。人们喝着老

井的水长大，于是就敬重这一口“四季清泉喷涌的白沙水井”，也就相信它有消灾免祸的魔力，于是祖

祖辈辈有许多人拜祭老井，喊它为爹。在这里，老井具有一种浓郁的生命昭示与精神象征的意味。

    各少数民族的作家们都具有一种走出“人类中心”，以“生物权利”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的可贵思想。

在他们的笔下，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孤独一族”，人类与自然界

的一切生物，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是完全平等的。 

    回族作家马青的《有关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具有一种自然至上的思想，体现了人类的自觉

意识和强烈的反省精神。

    彝族作家米切若张的《我的母亲·我的故乡》关注人类自身人文环境，关注民间生态，同时也表现出作

者对故乡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忧虑。

    壮族作家黄杰英的《内蒙古随笔》准确地传达出了置身于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灵感受：高远的蓝

天、辽阔的草原、嫩绿的青草、鲜艳的野花、透明纯净的湖水、膘肥体壮的牛羊、自由翩飞的鸟群……

最重要的是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有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牧民，他们不含任何杂质的真挚感情，让人不

饮自醉。 

    回族作家左侧统的《最后的兔子》、彝族作家李友华的《响水河的情调》、壮族作家黄青松的《与沅

水同行》、哈尼族作家艾吉的《幸福路上》、满族作家赵丽虹的《那山那水那人》、满族作家宋占芳的

《飞鹳记》和《寻芳不觉醉流霞》等，或寄情山水，或勾勒自然，或通过描绘风土人情来思考人类的生

存方式，或面对现实抚今追昔反复诘问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可以看出，当前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都

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回归大自然。 

    文学是折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忠实的镜子。9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作家的

创作思想和伦理观念的演变轨迹，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也印证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变

迁，唱响了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的主旋律。       

    照片说明：电影《李双双》的清新与明快，浸染着少数民族作家对新中国、新社会的深切感受。 资

料照片

    （作者为云南省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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