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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其先人，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古籍记载的三千年前的肃慎人；其后的汉代挹娄人，魏晋时的勿吉人，隋唐

时的靺鞨人，辽宋元明时的女真人，都是其先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公元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决定废除女真名称，改族称为满

洲，并将一些周边的民族成份吸收到这个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重新构建的民族共同体内。 

我们在研究满族文学时，首先须明确满族文学的界限。我以为，就民间口承文学来说，无论作品产生于满族先人的哪一个历史时

期，只要该作品一直到满族出现后仍在该民族内部流传着，均可视为满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而就作家文学而言，则应采取更严格的划分

标准，即只把自1635年满族正式建立之后直到今天的满族作家的书面创作作为满族作家文学。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满族作家文学。故而，由满族先人创作的渤海文学、女真文学中的作家创作，便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尽管

渤海文学、女真文学中的作家创作，曾经分别达到过其同时代国内文学作品的高水平。事实上，满族史前期（指其先人经历的不同阶

段）虽然出现过渤海文学、女真文学等作家文学的繁荣时期，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把渤海文学、女真文学和满族文学认作是具有一脉相承

的书面创作传统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渤海文学、女真文学对满族文学的影响，远不及它们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原汉族文坛的影响

那么大。因此，我们可以把满族作家文学与渤海作家文学、女真作家文学划开界限进行分别研究。 

下面，即就满族作家文学的情况谈谈意见。 

迄今为止的满族作家文学，可以大致分出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清代、民国年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时期。 

清代，是满族作家文学迅猛兴起和高度发展的时期。 

十七世纪中叶，满族由世居的中国东北部大规模南下，确立了大一统的清皇朝。满族贵族为巩固自己以武力夺得的政权，占据精神

统治者的优势，便在民族内部由上而下地开展起了一个热烈持久的文化学习运动。大批满族作家由此应运而生，在这些满族作家中，既

包括像康熙、乾隆等一些帝王，也包括着岳端、博尔都、文昭、永瑢、永忠、敦诚、奕绘、裕端等一些宗室子弟；既包括像纳兰性德、

曹寅、铁保、英和等一些身居要位的官宦，也包括着像曹雪芹、马长海、成桂、宝廷、文康等一些身世寒微的落魄旗人。 

清代满族作家的作品，包括有诗、词、长篇与短篇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以及俗文学曲艺作品等多种体裁形式。在这些不同体

裁的创作领域中，满族作家的作品，都达到了高层次；像纳兰性德的词作和曹雪芹的小说，还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品。 

清代满族作家的作品，多有手抄本或木刻本的集子传世。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原因，今天，这些作品集已严重散

失。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各种记载估算，清代满族作家的作品集，当不下三千种。而现在我们所能够在国内各地图书馆的藏书编目中查到

的，尚不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而世界各国的这类藏书，我们还远不能充分了解。研究资料的严重短缺，实在是现今满族文学研

究的一大憾事。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是以一批满族上层文化人学习和摹仿汉族文人作品发轫的。由于满文创制较晚，而满文刚刚推行未久满汉民族

文化的大交流便出现了，所以满族作家文学几乎是从一开头便选择了汉语言文字作为自己民族文学创作的载体。 

清代初期满族作家的作品，多为诗词创作。这些作品还保留着各种临摹汉族文人作品的痕迹。但满族毕竟是一个智慧的富于开创精

神的民族，到康熙、雍正年间，他们的作品便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创造性。许多诗篇都洋溢出奋发昂扬、乐观向上的情绪，反映着满民族

在上升时期的勃然生气。而以杰出的青年词人纳兰性德为代表的满族作家，则以坚实的民族生活为基础，真实地表现生活、抒发情感，

不仅拓宽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范围，丰富了诗词的表现力，而且展示了本民族浑朴而冲淡的审美情趣，为整个中原文坛吹进了新鲜活

跃的空气。 

满族作家文学到乾隆年间已出现了大的发展。除大批满族诗人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之外，曹雪芹、和邦额、庆兰等小说家也涌

现到文坛上来。满族的作家群历史性地出现了。当时，尽管清朝以及中国社会还表现为“盛世景象”，但满族作家们却凭借自己的特殊

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敏感性，察觉到了种种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红楼梦》、，《夜谭随录》等小说以及永忠、永■、敦敏、敦诚等人

的诗作，或直接或曲折地奏响了“盛世”中的哀音，都是表现社会现实的佼佼之作。 

清代后期（这里是指嘉庆、道光年以后）的满族作家创作，显现出更多的分途发展趋势。这既从积极意义上可以看出满族作家创作



个性的增强，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清代满族文学的逐步走向式微的势头。而这段时间满族作家成就显著者，当推诗人铁保、奕绘、

英和，女词人西林太清，小说家费莫文康等人。他们的作品，各有独到之处，在同时代乃至后世的中国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纵观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情况，能得出如下几点印象和启发： 

1．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曾经创造过尚未得到今人充分估价的达到了相当层次的群体成就。这段历史无论从中国诸少数民

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对比角度来看，还是从我们的文化人类学方面思考的角度来看，都是不无典型意义的。满族，在二百几

十年间，迅速把自己由一个处在较落后的经济生活状态中的口承文学民族，改造成为一个处在较高梯级政治经济地位上的

具有高度发展的作家文学实力的民族，对我们提供的教训，会是有益的。 

2．             满族作家文学从其起始时，就受到了汉族文学及文化的莫大感召和影响。满族作家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材料，袭用

汉族文学的传统体裁形式，来建造自己民族的文学。对这种文学现象的民族属性如何判断，是个有趣的题目。我在研究中

获得的印象是：满族作家在创造本民族文学世界的时候，形式方面的大量借鉴与实质上的回归自我，都是无须质疑的客观

现实。汉族文学传统可以被视作满族作家文学的乳母，但满族作家文学毕竟是其本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儿。 

3．             满族是一个富于智慧，富于艺术想象力的民族。当其进入中原文化氛围之后，这种内在能量在文学艺术上的投入和

兑现便成为必然。同时，清代满族社会遵行的八旗管理制度，又约束和保障了满族将自身精力于政治、军事之外，绝大部

分都要贯注到文学艺术方向上。于是，满族文学家及各门类艺术家的大规模涌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情况。接下来再谈谈民国年间满族作家的创作情况。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

局限，曾推行过一概排满的民族歧视政策，使满族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面临着严酷的生存条件。在这样的现实中，满族作家的创作受到

了显见的困扰。满族作家数量大幅度减少，不少满族作家隐匿了满族身份，没有隐匿旗籍的作家，也大多在作品中尽量避免出现“满

族”或“汉族”这类敏感的字眼。 

民国年间满族作家的代表，当首推闻名中外文坛的老舍。老舍之所以能以如此杰出的成就闻名于世，与其创作个性中表现出来的诸

多满族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满族优秀的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笔下的题材、人物、表现手法、语言风格、艺术情趣，均带有

浓重的满族审美取向，使老舍的文学世界获得了独有的艺术魅力。同时，老舍又从他的满族文化基础出发，亲眼审视了汉族文化、西方

文化的诸多比较系统，对东西文化的交汇与冲撞有着深切的体验，并把这种体验自然地纳入自己的文学思维过程，使其创作蕴含的内在

的思想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过去、今天以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的读者中，展现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已逐渐认清了老

舍文学世界多重文化建构的特殊优势，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拘泥于老舍作品是否在表层上明确地写出每一事每一人的民族籍别，而是

在弄清了民国年间满族作家社会地位处境的前提下，把老舍民族素质研究的显微镜头，对准了其创作中反映的一系列实质性的思想和艺

术现象的缘故。 

民国年代满族作家，较突出者，尚有小说家端木蕻良、舒群、关沫南、马加，戏剧家金剑啸、颜一烟（女），诗人田贲等人，他们

以各自富有成效的笔耕，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册上，分别占有一定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满族作家的创

作，基本上是以个体形式见诸文坛的，长期以来并没有被人们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族别文学集成；甚至上述作家中的某几位，其满族身份

是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被人们所知晓的。他们中多数人的作品尽管涉及和表现了满族的生活领域，但其民族特点仍是隐性的。总是，民国

年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满族作家没能给文坛留下民族群体优势的印象。 

民国年间满族作家的创作，只做如上简介。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新中国的满族作家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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