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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移民作家群中，袁劲梅的写
作有着很高的辨识度，从 《忠臣逆
子》、《老康的哲学》、《九九归原》 等
颇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
袁劲梅鲜明的思辨精神与反思立场，
她用一种独特的逻辑辩证与经验构建
出丰富生动的文学世界。

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有关战
争叙事，频繁出现宏大叙事的佳作，
如张翎的 《劳燕》、严歌苓的 《小姨多
鹤》、陈河的 《米罗山营地》、袁劲梅
的 《疯狂的榛子》 等。在这些长篇小
说中，题材和人物的选取，叙事视角
和空间切入，都有了复杂的变化，开
启了战争叙事的新维度和新思路。

《疯狂的榛子》 首发于 《人民文
学》，以范笳河和舒暧的爱情悲剧故事

嵌入大历史，也是贯穿中国历史中抗
战和当下半个多世纪的核心线索和真
实镜像。小说成功地塑造范笳河这个
复杂而多义的文学形象，他是受战争
和宗法文化碾压和摧残的典型人物。

对 于 在 苦 难 命 运 中 沉 浮 的 人 来
说，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记忆是无底
的黑洞，卷进战争中的具体的生命个
体所经历的苦难和创伤也是最为深刻
的。战争的暴力和灾难带给人的不幸
并非短暂的，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难
以祛除的创伤和疤痕。《疯狂的榛子》
中范笳河和美国军人沙顿患了PTSD的
心理疾病，战争的结束与停止，并不
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战争的受害者不
仅是被侵略者直接残害的一方，那些
曾经直面战争残酷的人，即使远离了
战争，被摧残的精神仍会经历永无休
止的痛苦。

袁劲梅对战争的审视和体察并不
局限于个体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野
蛮邪恶的战争进行谴责和反抗，更多
的是以悲悯之心剖析复杂宽广的人
性，表达一种既有反思姿态又有悲悯
情怀的人性观和战争观。

袁劲梅反复探寻人性最深处的东
西，战争只是一个展示人性的背景，
她将悲悯之心建立在对范笳河们小人
物命运的深度体察之中，关注他们惯
常的人性，用属于她自己独有的“方
言”切入文本故事，直达生命的存在
和人性的本质。对历史和文明的理性
反思，交织着作家深厚的悲悯情怀，
使 《疯狂的榛子》 这部小说呈现出一
种具体的张力。文学因悲悯而深刻。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江觉迟的藏区
支教扶贫小说 《雪莲花》 出版座谈会日前在
京举行。《雪莲花》以“梅朵参与扶贫”为情
节主线，小说串起了一个个“沾泥土、带露
水”的毛茸茸的扶贫故事，塑造了一批带领
藏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象，生动鲜
活地描绘出今天真实发生在高原藏区的一场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既写出时代生活的
真实，也写出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

（文 一）
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语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就是保护语言的“生
态平衡”。近30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
保护语言和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作为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拥有 130种语言，97个方言片，101个
方言小片，还有世界最多的网络语言使用
者，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自然责无旁贷。目
前我国在拯救濒危语言和方言方面是走在
世界前列的，政府各级部门主导实施了语
言保护工程，制定了统一的规范与标准。
相关专家学者也加快了语言调查的步伐，
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开展语言资料数
字化的工作，建立音频视频语料库等。

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可以确定的有 10 多
个语系，语系下再分语族、语支、语群
等。但这些语言的使用情况差异巨大、地
位悬殊，尤其是在族群接触和人口流动格
外频繁的现代社会，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
的影响日益加剧。据统计，在全球 6000 多
种语言中，只有 600 多种处于暂时“安全”
的状态，有40%的语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划定为濒危语言，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

语言消失。
而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大国，拥有五大

语系130多种语言，但由于使用范围与人口
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
性，一些语言同样面临着使用人数逐渐减
少、代际传承受阻的困境。同一语言的不
同方言也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方言是民
族语言的地域分支，汉语一共有七大方
言，大的方言区下还可以划分次方言，再
进一步划分方言片和方言点。据统计，目
前濒危的汉语方言大约有近 20 种，如站
话、畲话、九姓话、军话、乡话等。在七
大方言中，客家话的使用情况最复杂，而
广东、福建及台湾与闽南话、粤语交接地
带的客家话，都因受到临近闽南话或粤方
言的影响而逐渐萎缩。

我国很多文学艺术形式的载体就是方
言，各地的地方戏以及民间流传的歌谣、
评话、山歌等，不同的语言特色展现出各
具特色的文学艺术。以疍家话为例，疍家
话分布在岭南各地，但目前处于急剧流失
中，沙田咸水歌是疍家人口耳相传的民
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疍家话消失，那么
即使用其他语言吟唱咸水歌也终将因失去
其本来的面目而变得名不副实。

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性别、年龄、职
业、地位的不同也会在语言使用上产生差
异，所以社会方言体现的是一类人在语言
使用上的特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社
会方言莫过于网络语言了。网络语言是社
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兴的语言文化现象，
很多人认为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纯洁性
造成了严重威胁，视“网络语言”为“洪
水猛兽”，其实这大可不必。和传统语言相
比，网络语言由网民自己创造、使用和传
播，体现了使用者对语言的最大掌控力
度，它的新颖性、自由性、开放性、互动
性、诙谐性等满足了高节奏信息化社会的
交际娱乐需求，丰富了民众的语言生活。
事实上，很多网络用语已被民众接受，成
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
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我们也应该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让网络语言在多元化
的社会文化中得到健康发展。

语言其实是动态性发展，在语言全球
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和谐相
处，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
文明与进步。

今年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
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从为宗教服务，回归到
表现现实世界，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上
来，在不同的时代，涌现出来一批优秀的
作品和作家，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做出
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汉藏两种文字比翼齐飞

上世纪 50年代末期到 60年代中期，汉
藏两种文字的作家比翼齐飞，涌现出了擦
珠·阿旺罗桑、江洛金·索朗杰布、高平、
汪承栋、杨星火、徐怀中、刘克等诗人与
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里呈现的是一个时代
的变迁，记录了西藏社会、经济、思想观
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了映射一个时代
发展的一面镜子。作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
讴歌者，徐怀中的长篇小说 《我们播种爱
情》，抒写了青年人建设新西藏的豪情壮志
和他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
后的社会变革；刘克的小说 《央金》《曲嘎
波人》《嘎拉渡口》 等，歌颂了党和人民解
放军与西藏人民的血肉关系。开启了当代
西藏文学的先河。

民族作家走向创作前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益西单增创作的
长篇小说 《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 的问
世，使西藏文学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益希
丹增的长篇小说 《幸存的人》 获得了全国
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这
一时期西藏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民族作家走
向文学创作的前台，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
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品，班觉的 《绿松石》、
扎西班典的 《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
好》、旺多的 《斋苏府秘闻》、德吉措姆的

《漫漫转经路》 等，其中 《绿松石》 获西藏
自治区优秀创作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长篇小说奖，《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
好》 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他们的
作品里呈现了旧西藏的黑暗，农奴的悲惨
生活；解放后的藏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和韧性。这些作品紧贴西藏的现实生存
背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摹了社会政治
生活变化，在作品内蕴上显现了藏族文学
独特的民族风貌。真正让藏族文学成为一
个重要力量，被我国文坛所重视是在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正因扎西达娃、马原、色
波、通嘎等人对文学叙事的不断探索与创
新，使得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
最前沿阵地。扎西达娃的 《西藏，系在皮
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马原的

《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喜马拉雅古歌》，色
波的 《竹笛·啜泣和梦》《圆形日子》 等作
品显现了极强的先锋勇气。洋滔、加央西
热、闫振中、诺杰·洛桑嘉措等诗人，在诗
歌领域内的“雪野诗派”创作独树一帜，
引起了国内诗歌界的关注和认可。马丽华
的大型纪实散文 《走过西藏》《灵魂像风》

《西行阿里》 等也为西藏文化热推波助澜，
对推动西藏文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西藏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
头和青春活力。

共同铸就新辉煌

由盛而衰是一种规律，自上世纪 80 年
代的西藏文学鼎盛期到如今已经过去了近
30 年，在这些年里西藏的文学创作者不忘
初心，努力寻找新的突破点，为西藏文学
的再次繁荣积蓄力量，笔耕不辍。近年来
西藏作家的作品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认
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从这些端倪上可
以看出，西藏文学的又一个春天可以期
待。如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 《祭语风中》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中国77 部
文艺原创精品作品”，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

版物奖，中国小说协会“2015 年度中国长
篇小说排行榜第三名”奖，2016 年获“第
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大奖”；多篇作品发
表在 《人民文学》《花城》《长江文艺》 等
国内重要刊物上。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

《紫青稞》 获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文学艺术
奖，曾进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五十部作
品。白玛娜珍的 《复活的度母》《西藏的月
光》 等作品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
些作家之外还有一批的中青年作家，平措
扎西、格央、班丹、罗布次仁、敖超、张
祖文、白央、琼吉、陈跃军、沙冒智化、
洛桑更才、白玛玉珍等。

西藏文学经过多年的沉寂和蓄势，随
着央珍的长篇小说 《无性别的神》 的出
版，标志着西藏文学的蛰伏期已经结束。
文学的主题和叙事策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作家们用一种向内审视的眼光，从当
下、从民族过往的历史中寻找西藏新小说
的增长点，以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立足根
基，将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体
现在作品里，表现人的善良、勇气、担
当、坚守等，为我国的文学吹来了一股清
新的和风。这样的承续与创新，也给西藏
文学带来了荣誉，加央西热的长篇报告文
学 《西藏最后的驮队》 获得了第四届鲁迅
文学奖，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 《放生羊》
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平措扎西的 《西藏
古风》 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旦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 《昨天

的部落》 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等。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
文学蓬勃发展，呈现了强劲的势头。西藏
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
显现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厚的民族文化
意蕴，作品关注现实和当下，尼玛潘多创
作出了长篇小说 《紫青稞》，白玛娜珍推出
长篇小说 《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格
央完成长篇小说 《让爱慢慢永恒》，张祖文
出版了长篇小说 《光芒大地》，敖超长篇小
说 《直线三公里》，次仁罗布出版中短篇小
说集 《放生羊》，班丹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

《微风佛过的日子》，平措扎西出版了文化
散文集 《世俗西藏》，吉米平阶长篇纪实文
学 《叶巴纪实》，白央的诗集 《一粒青稞的
舞蹈》，洛桑更才的诗集 《流浪的八廓》，
沙冒智化的 《时光的纽扣》，琼吉的 《拉萨
女神》 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同时，藏文创作也是齐头并
进，从题材到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作品数量也是逐年增长，这些年里涌现出了
一批优秀作品，扎西班典的长篇小说《一个
普通家庭的岁月》，旦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

《遥远的黑帐篷》，次仁央吉的长篇小说
《花与梦》 和中短篇小说集 《山峰云朵》，
格桑占堆的长篇小说 《远处流逝的小溪》，
米玛次仁的长篇小说 《伤情岁月》，艾·尼
玛次仁的中短篇小说集 《石头与生命》，朗
嘎扎西的 《变形鸡蛋》，白拉的诗集 《最初
的印象》，伍坚多吉的诗集 《雪域抒怀》 等
作品也享誉西藏，其中很多作品获得了西
藏自治区级和地市级的各种文学奖。

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经过多民族
作家共同努力，铸就了新的辉煌，显现出
更为多元化的面貌。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跋涉，西藏当代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作家，他们的作
品不但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也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在丰富、发
展多元化的中国文学的同时，成为了外界
了解西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文学艺术
类作品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西藏文学迎
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最佳时机，作家们也
是肩负责任，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为中
国文学的盛宴，不断创作出优秀的具有西
藏高原特色的文学作品来。

（作者为《西藏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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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雪莲花》

讲述支教扶贫故事

西藏文学的又一个春天
次仁罗布

◎文学新地理◎文学新地理

一颗榛子产生的反思

李培培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疯狂的榛子》作者袁劲梅

吉林 省 是 多 民
族 聚集的省份，分
布 着 满 族 、 朝 鲜
族 、 蒙 古 族 等 49
个民族。日前，由
吉 林 省 作 家 协 会
举 办 的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 吉 林
省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研讨会在长春市
举行。

据 吉 林 省 作 家
协会主席金仁顺介
绍，少数民族作家
作品在吉林省的文
学发展中一直占有
相当的比重，涌现
出许多有代表性的
作家作品。如满族
作家胡昭的 《军帽
底下的眼睛》，满族
诗 人 丁 耶 的 长 诗

《外 祖 父 的 天 下》，
蒙古族作家王士美
的长篇小说 《铁旋
风》《格 瓦 拉 传》

《李宗仁归来》，满
族作家王汪的长篇
小说 《她从大海那
边来》，满族作家王
宗 汉 的 《 关 东 响
马》，满族作家李中
申 的 《香 港 之 夜》
等在省内外有一定
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新 时 期 尤 其 进
入新时代以来，吉
林省的少数民族创
作更加有活力，不
断创作出反映时代变革的优秀原创作品，在
创作题材、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也
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目前，2529
名省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作家比例约占
13%。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诗集 《圆融》，朝
鲜族作家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满族作
家格致的散文集《从容起舞》，先后获得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满族作家胡冬
林的儿童文学长篇 《巨虫公园》 获全国儿童
文学奖。金仁顺的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获
得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奖，满族作家兄妹王可
心、王家男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雪
乡》 获夏衍优秀电影剧本奖一等奖，格致的

《满语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这些作品风格
浓郁、笔法精致、特点鲜明、具有东北地域
色彩，是吉林文学的重要收获，也为中国民
族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光彩，成为中国当代
文学上的一道边陲风景。

评论家张清华认为，民族作家如何既背
靠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使自己的写作超越地
域性，超越民族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
题。大部分用汉语写作的民族作家，处在民
族身份和超越民族身份的认同的两难境地，
从主体角度来讲有困境在，但是作为写作可
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可
能性。从曹雪芹到纳兰性德，到老舍，既背
靠自己的民族文化，又超越了民族性，成为
经典的作家。

作家夏鲁平认为，民族地域书写是作家
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每个作家都有精神故
乡，童年的记忆，生活的地域，都影响着作
家的创作，但作为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
看他如何突破民族与地域的狭隘，以更广阔
的视野反观自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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