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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当代藏族文学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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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五十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暂的一瞬，却是当代藏族文学在

青藏高原上发端、发展和走向繁荣兴旺的时期，谱写了藏族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当代藏族文学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涌现了众多作家和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藏、青、川、甘、滇等省（区）加入中国作

协和省级作协的藏族会员共有200余人，发表的作品总计约4000万字，是藏族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第二，这些作品从千百年

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题材得到广泛开拓；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兄弟民族和

西方文化的艺术手法，赋予藏族文学斑烂多姿的色彩和强烈的生活穿透力，在新时期以来近二十年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三，藏族

文学的创作成果不再靠手抄本和木刻本在少数知识分子和僧侣中流传，凭借报刊、书籍乃至电视、广播深入到藏、川、青、甘、滇等所

有藏族地区，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落，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涌现一批在全国和世界文坛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和诗人，诸如伊

丹才让、格桑多杰、益希单增、降边加措、扎西达娃、饶阶巴桑、意西泽仁、阿来、央珍，等等，都以其作品特有的思想艺术魅力和浓

郁的民族特色受到国内外评论界和读者的热情关注，先后在各种文学评奖中获奖。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藏族文学的荣光，更为外界了解高

原历史和现实，探索藏族社会发展和心灵历程打开了一扇扇明丽的窗扉。 

    如何认识藏族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学变革及其惊人成就？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曾谈到制约一个社会文学状态的三大

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诚然有助于我们剖析藏族文学的特质，但还不能回答藏族文学何以能在短暂的五十年间产生

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

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949年底至1950年初，川、甘、青、滇四省相继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藏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经过民主改革，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给藏族文学的繁荣兴旺带来了极好机

遇。不过，经济基础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政治、法律、哲学、美学等“中介”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

建立起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为搜集、整

理、保护民族文学遗产，培养民族知识分子，创办民族文学刊物，为藏族文学新秀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了一代新人，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给传统的创作方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

历史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藏族作家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从兄弟民族和西方文学中吸取有益营养，突破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模

式，艺术上进行多方位探索，实现了文学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 

    藏族地区地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藏族人民在民族历史文化支配下特殊的心灵历程，藏族作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激烈碰撞中

不拘一格开拓精神。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点燃了当然藏族文学的奇丽火光，铺展出一条独特的文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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