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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家园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忧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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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感悟母语： 

   在东西方文化走向全面碰撞、深度对话以及互渗互透的今天，我时常这样想：作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人，我必须通过多方的努

力，真正意义上进入到这个时代文化语境中，塑造并展示一个自觉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形象和生命姿态。同时，在多元文化大撞击、大

整合、大汇流的时代大潮下，我深深感到我所拥有的纯朴、厚蕴的彝族母语文化正在遭遇空前的震荡与损毁，随着我的汉语思维与汉语

叙事能力的不断提高，我身体内的母语语感、母语思维、母语智慧日渐削弱乃至萎遁。为此，我时刻承受着来自内心世界莫名的悸动与

恐慌。于是，我便拥有了一种天命的责任：  即用我至今还十分健全的生命肌体和旺盛的思维活力来完成对我与生俱来的母语文化生命

力的承载与接续，用我一生的文化行为、精神举措及生命内涵去破译并保护我的母语文化。想必每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人都自觉不自觉

中，不可推卸地担负着同样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职责。 

文学与母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他主张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里所谓的“语言”和“诗意”

就指涉着一种母语，一种与人的本真存在息息相关的，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自由流动着的生命的真音；是血缘文化内涵天命的砾响，又

是这种砾响外化的载体。母语，由此成为一个族群走进文明的起点与归宿；母语，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与终旨。故而严格意义上的

文学创作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活动是一种“诗首先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历史的人的原初语言。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

解。”①的母语发生与言说真正意义上的诗性化过程。母语沉淀历史，母语潜滤智慧，母语彰显生命，母语净化魂灵。当今中国，汉语

以其宏博开放的历史襟怀，超凡高妙的文化整合力和强盛不衰的文化精神，逐步实现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母语。除此之外，在这片幅员辽

阔、广袤无垠的疆土上，还居住着55个拥有至今还相对健全的自我母语能力，且大多还保存并沿用着这一母语较为完整的符号载体——

本民族文字体系的非汉语民族。正是这种丰富的少数民族母语及其文字符号的存在，且当今中国，仍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正以无

比坚忍的文化意志，孜孜以求的创造精神，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真实记述着每个民族自身的发生、发展历史；生动描绘着其生存竞

争进程五彩缤纷的人生场景；及时反映了其现实生活中一切合理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愿望；努力再现并深入揭示出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

和精神风貌。以期通过母语之捷径一次一次深层体理本民族历史文化构筑的崇高的人情美、人性美之神圣的精神文化殿堂。不言而喻，

这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行为及其创造成果，必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深邃性做出了贡献。这当然也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母语文学，甚至于母语文化存在、且继续开拓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遭遇汉语 

   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史上共同经受的最大的历史性冲击就是遭遇汉语。在主流汉语文化的强大整合力，在世界文化发

展大趋势和来自本民族母语文化内部历史性的危机面前，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人不得不在遭遇汉语的深切痛楚与特殊愉悦中深信：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便有拯救。 

——《荷尔德林全集》IV190页 



当代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们写雪域，总带着“雪崩”的声音，写荒漠，总携上“流沙”的讯息；他们来自森林，裹挟着野林“失火”的烟

气，来自大山，伴随而至的是奇峰异峦“坍塌”的悲凉。很明显，他们在遭遇汉语之后的母语创作中，深深体察到了自己所秉承的本民

族母语文化在汉语及其以汉语为载体的大时代大文化的冲击、挤压、消解过程中，正在承受的深度的尴尬、无奈甚至恐惧。母语濒危的

梦魇时时困扰着每一位具有充分的母语文化自觉，深厚的母语文化底蕴，强烈的母语建构使命感的母语作家诗人的身心。 

缺憾与困惑 

   当然，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展层次、经济基础、精神文化传统，以及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范围的局限性等诸多方面

的原因，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在： 

    其一，文化视野较狭窄。受传统观念意识的限制，受作家自身接受现代教育程度深浅的影响，受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

境的制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在作品的审美意识、文化观念、思想内涵、思维方式等层面表现出难以掩饰的文化视野的

狭窄与艺术思想的浅显等缺憾。因而，在艺术形式创造方面很难见到具有创举性的作品问世，大都陷于所谓“旧瓶装新酒”式的怪圈。

有的由于自身文化视野过于狭窄，其作品很难感受到真正把握了本民族地区或本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

思想旨趣。有的甚至根本不顾及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与当代审美观念的更新事实，完全处于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状态下进行母语

写作，使其母语写作在更深的层面陷入了封闭性与孤独性的泥潭。 

其二，艺术表现手法单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一方面受本民族原有的民间文学表达方式的制约，另一方面受新中国成立以来

文学艺术表现形式较单一化的汉语文学的影响。为数不少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作家接触的汉文学几乎仅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

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知之甚少。故而从他们的作品很难看到真正的艺术创造意义上的古典美，也缺乏严格的现代

艺术精神。由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艺术表达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单一化的缺憾。从而局限了其母语创作在

更深层次上完成对母语文学超越性传承的可能性。 

其三，语言意识简单、呆板。高尔基先生说过：“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

学是借语言来做雕型描写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语言意识、观念的正确与否，语言智慧、语言变构、语言直觉、语言创

造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其文学作品艺术审美价值的高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今后要创作出高致深蕴的作品，创造

出对本民族母语文学传统既有真传，又有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变构与超越性，要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话，必须努力改变当前较普

遍存在的，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超越性发展产生深层制约的，作家语言意识过于简单、呆板的现状。 

同构同辉的双语人生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是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化活态存在的根本方式和重要内容。因为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各少数民族文

化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内，文学抒写、文学叙述成为各少数民族族群记忆、宗教精神、生存命运的唯一载

体，是一个至今尚能保持相对独立与完整性的族群最后的“存活”形式及其象征化的符号系统。在这样一个“我写作，故我生存”、

“我用母语写作，故我以母语的方式生存”，即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生存命运与母语写作同呼吸共命运的母语渐失、母文化转型的特殊

时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首先，文化观念须更加开放、超前，艺术视野应更加开阔、拓新；当今时代，任何局限于单一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结构、文

化观念、审美意识都将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与其固步自封、渐趋萎缩还不如敞开胸怀、迎接挑战。作为传递民族精神信息，传

播时代文明与良知的作家，其文化观念必须开放、艺术视野必须开阔，要具备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还要具备自觉的世界意识、人

类意识和历史意识。 

    其次，文化构成力争多元化，题材内容要打破只记叙单一民族生活故事的局限。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优劣，艺术创造成就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作主体的文化构成是否多元，精神内涵和心灵世界是否丰富、深厚。少数民族母语作家的知识结构必须进一

步完善，文艺审美旨趣必须全面提高，文学作品的文化构成必须多元化。由文化构成的单一导致很多母语作家的创作只局限于单一民族

生活表象的描绘和生活故事的叙述。很少将一个民族的生活境遇放到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文化语境下来作深刻的思考与再现。这

实际上就是一个作家的作品难以有长久的生命力的最致命的因素所在。 

    再次，充分发挥双语优势，努力完成本民族当代母语文学对当代母语文化的创造性实践。世界文学史上，有无数大师级的作家，如

秦戈尔、艾特玛托夫等曾充分发挥自身具备的双语能力、双语思维、双语智慧的优势，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著。中国少数民族母语作家



 

也有自己的双语优势，在进行母语文学创作时，应自觉发挥这一优势，创造出优秀的母语作品。艾特玛托夫曾就这一问题作过以下精辟

的论述：“双语把不同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是把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而这，正像科学相互结合时

产生各种现象那样，将创造出新的认识水平，创造出一种附加运动和附加作用……。因此，通过双语，我们就可以寻找新的反映形式，

去刻画人的自我表现，而这种表现的形式，正如生活所展示的是数不胜数的。到目前为止，只要存在着人，作为人的自我，看来，在新

的特性方面，是没有穷尽的。”可见，双语作家与单语作家相比，在思维方法、认知方式、艺术视角、思想意识、文化智慧上确有不可

替代的“天赋”。优秀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完全可以凭藉这一“天赋”，在双语文化、甚至多语文化的参照、互渗、互补、互动中来

完成成功的母语创作实践；从而自觉建构起本民族母语与中国人母语——汉语之间经过深度撞击、深层对话、文化精神互融互渗、互补

互动之后可能会实现的同构同辉的双语人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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