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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壮族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作者】黄晓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壮族女性写作的行列中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年轻的身影，她们的创作先后获

得过各种奖项。当代壮族女性的书写，承续着对民族、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叙事，她们的创作在对于

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审视中，给予了独具魅力的想象。女性通过写作使自己的民族记忆成为一个

可感可触的实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壮族女作家岑献青的小说在展示壮族乡间生活的同时，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有独到的关注。岑献

青的小说集《裂纹》记录了广西南部左江边，红土地上允丰寨中一群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她以女性细

腻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壮族文化传统中落后的因素，以及带给女性生命沉重感和压抑感的因素，并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文学的思考和表现。在《蝗祭》《逝月》《天孕》等作品中，岑献青以女性作家特有

的委婉亲切，以及对女性生活的敏感性，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壮族女性的生活轨迹与情感世

界的悲欢离合。作品在落后的婚姻制度和习俗，浓郁的民族生活氛围中，揭示了传统观念、习惯势力

对妇女有形或无形的压迫与伤害，这是一种无声无息却又可怕可憎的历史惰力，它若隐若现又无处不

在，沉重地压迫着妇女的精神和心灵。在岑献青的小说中，充盈于字里行间对壮族女性的绵长关爱，

从一个个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的生命跋涉中，反映出她对壮族女性世界及其命运的深层思考；从女性

的性别体验转换为对民族生存经验的体认，隐含着她对民族文化存在痼疾的忧虑与反省，对民族发展

问题的艺术思考。  

  壮族女作家黄夏斯榕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与她坎坷的人生经历、生活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

文化环境一直是她创作的源泉和心灵的家园，故乡的体验流淌在作品中天然地形成一种浓郁的地域色

彩，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独特而深沉。黄夏斯榕9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玉佩裤带》《废井》被认为

是壮族女性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  

  在小说创作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壮族女作家还有陈多。陈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创作的小说《庄

稼理》《大婶》被译成了日文，小说中刻画的壮族老队长和壮族大婶的形象，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

80年代中后期陈多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落红巷》《“非洲村”皇后》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壮族人民淳朴、正直、善良、宽厚、坚忍不拔的优美品格。  

  壮族女诗人黄琼柳的歌声，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1980年以前，她主要创

作民歌体诗，1985年她出版了以朦胧诗为主体的诗集《望月》，引起了诗坛的关注。黄琼柳的诗歌游

走在“动荡”与“忧郁”中，注重对人的内心、生命实相的关注，注重对生命内宇宙的探索，寻求精

神个性的发展。在基于本民族的书写中，同时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精神的诉求，充满向上的精神力

度，具有深刻的人生义理和理性精神。她在对西方现代派借鉴的同时，也注重在民族文化的海洋中吸

取养分，并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感受古老文化的魅力，在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显示出南方具有

野性的自然力和硬朗、强悍的生命诗性，南方边地民族的精神特质在生命本体的寻找中，传达着广阔

和深刻的生命意识，透露出强烈的南方地域文化气息。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壮族女诗人还有韦银芳、李甜芬等。她们以民间素朴的话语方式逼近女性生

存的历史与现实，对民族传统文化有自觉的认同感，选材方面多取材于和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内

容。  

  此外，岑献青、黄夏斯榕、陈多等在散文创作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们的创作为广西文坛

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在族别与性别的双重边缘中，壮族女作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精神的追求。边缘的位置更容易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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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感受不同特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在更深层的认同中与自己的民族与故土保持着生命内

在的联系。游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写作，处于中心与边缘的交界处的女性写作，一种特殊的立脚点

使她们的创作拥有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更清楚地体悟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多重视角体现了作者多

重的思考。然而，多重的文化视角在给予她们一种清醒认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她们的内在困惑。  

  壮族既有光辉灿烂的女神时代，更有壮族女性忍辱负重的现实历史。生命勃发的女神，沉重命运

压榨的女奴，英姿勃发的女英雄，积劳成怨的女诗人，死心塌地地为日子而奔忙的劳动妇女，她们都

映射着壮族女性的影子。当代壮族女性文学在对生命本体的书写中，承续着、改写着壮族古老的女性

文化。在壮族女性文学的文本中，民族的底层尽管没有在语言中留有深刻的痕迹，但在民俗学、民族

学、物质文化、族群生理面貌、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  

  尽管当代壮族文学曾呈现出某种群体性活跃，遗憾的是，至今，壮族女性写作的队伍还是未能形

成较为完整的状态，汇成潮流。要冲破封闭的双重板壁，对于壮族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需要好几代人

艰辛奋斗。与其他民族的女性文学相比，壮族女性文学在寻觅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触摸民族灵魂的

脉搏跳动，建构立足于本民族特质的族别文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壮族文化传统

特有的灵性和精神的深刻领会，发掘和展现埋藏在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情韵，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的思

想与艺术的空间期待拓展。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原载】 《文艺报》20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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