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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可能性

【作者】张柱林

  对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要从事写作会碰到许多困难，其中最困难的可能是文字和

市场。有些民族原先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那些有文字的民族又会碰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市场问题。所

以，除了几个人数较多的北方少数民族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作家一般用汉语进行写作，广西更是

如此。那么，对于用汉语，即非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来说，汉语写作可能吗？  

  这些作家可以称为少数中的少数。一方面，他们的民族在中国的民族中居于少数，另一方面，他

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更是极少数，因为他们用的是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对于非母语写作，

任何人都会视为畏途。壮族作家黄佩华说自己10岁以前不会说汉语，你可以想像他要用汉语进行写作

需要多大的勇气。鬼子曾经谈到对于汉语的“语言的恐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就在这种对强

势语言的恐惧中，也滋生了一种渴望，即掌握和征服这种貌似强大的语言。鬼子说：“对汉语的渴望

是为了沟通，为了逃避，为了生存，最早的愿望绝对不是为了创作”。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作家内心的

紧张，也表露了作家明确的自我身份意识。  

  与鬼子这样的作家强调写作的普遍性不同，像蓝怀昌的《波努河》却是通过一个变革中的山寨来

思考本民族即瑶族的命运的。这样的作品产生了另一种紧张，即在追求进步、现代化和民族认同之间

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在变革中保持民族传统。像凡一平等作家就避开了这一问题，选择的题材是都市

的，也就是匿名的，不再出现任何民族风情与地方景色。  

  在另一个层次上，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如果写作用的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或日常用语，那么

就会产生一个困难，即汉语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实践的、建构的存在方式。而语言本身确实

又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这就意味着，当作家进行非母语写作时，必须在写作

中克服自己的习惯，而进入所使用的语言存在的世界中。这类似于古代中国作家使用的“文言”，那

也不是作家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而是一种书面语言，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作家甚至比中国古代作

家要优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在双语中穿行。  

  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

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一个人只会说汉语，就妄言汉语是世界上最

优美的语言，那是不可信的。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

的一种贡献。汉语本身，其实也不是天然如此，而是历史地形成的，由多种民族语言融合混杂而成，

并不断地变化着，每天都在吸收新的元素。没有新鲜血液补充的语言一定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少

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可能，而且必须。由于对两种语言的新鲜感，他们是最有可能“自铸伟

词”的。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 《文艺报》20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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