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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本深处的辽阔大地

———评论集《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解读

杨建军（回族）

侗族学者杨玉梅的专著《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201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评论中国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新作，著作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胡平称此作是“值得称道的现场评论”淤，现场感源于作者研究的是新时期以

来特别是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当下文学创作鲜活地生长在我们周围，但又生息在文学史边

缘或文学史之外，研究当下文学难免会因部分问题尚无定论，使研究陷于一片争议之中。杨玉

梅通过研读大量的作品文本，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阅读该著，可

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最新态势，如何评价正在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

宏观研究的超越与坚持

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步繁荣，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研

究个别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不同族别的文学史、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的发展、研究少数民

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化格局中的发展等阶段。不过文学史研究选取的作品多出版于

2000年之前，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常被置于文学史之外。杨玉梅的著作则重点

研究了 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据笔者统计，该书累计写到了百余位作家，涉及近三百

部作品，作品体裁涵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门类。作为宏观研究，该书有三个超越。

一、超越语际。我国多个民族有本民族语言，母语对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成长影响深刻。

然而，当前研究多关注作家的汉语写作，母语文学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近年来，母语文学的

创作与翻译渐趋升温，但母语文学研究明显滞后。杨玉梅的著作超越语际，同时论述了少数

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和母语写作。特别是对母语写作的研究，蒙古族的阿云嘎、维吾尔族的

麦买提明·吾守尔、藏族的拉先加、朝鲜族的朴春兰等多位作家都进入了她的视野。她对母语

写作的持续关注，无疑能推进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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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族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常见特定族别作家的研究，即使在把握宏观问题时，

也常按民族身份罗列。毋庸置疑，关注作家的族裔身分，有助于分析民族文化对作家的影响。

然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作家的跨族际写作，研究界也一直对作家的跨族际写作

有质疑之声。杨玉梅面对此类问题时，能超越作家的民族身分审视其创作。以“青年作家的崛

起”为例，该部分研究几乎没有提及作家身分，通过解读苏笑嫣的《外省娃娃》等作品，分析的

是作家笔下的青春故事、择业艰难、精神焦虑等问题，关注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成长。

三、超越国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曾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书探讨

中国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等书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学与国

外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国文学的发展看，国内各民族文学间有交流，国内少数民族文学

与国外民族文学也有互动，这方面研究还有待拓展。《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就关注了此方

面，提到了中国朝鲜族作家对韩国底层劳工的叙写，研读了孙龙虎的《艰难的抉择》、许连顺

的《往地漏里掷石子》等作品。虽然这只是杨玉梅著作中关注的一个小问题，但可以启发学界

去审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超越国际的新作品。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交流日益密切，文学界内部的疆界也因此不断消解和重构，什么

是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坚持的？贺仲明认为，“文学可以（或者应该）拥有世界关怀和世界眼光，

但它基本的写作目标还是其所属的民族和时代。”淤杨玉梅的著作就始终坚持从民族和时代

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对民族性问题，她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在于民族性，21世纪以

来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激活了民族记忆，真正的民族性需要在独特的民族性中灌注

普遍的世界性意义，作家的民族性应该具有国家意识和心怀天下的气魄。对时代性问题，她

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各族人民走进新时代的新生活，现代文明给各民族人与人的关系

带来了新冲击，少数民族文学的底层写作是现实主义精神在 21世纪的发展。结合民族性与

时代性，她分析了叶广芩的《状元媒》、阿来的《格萨尔王》、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李

进祥的《换水》等多部作品。杨玉梅对民族与时代问题的思考符合文学发展规律，也切合当下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实态。

作家研究的超越与坚持

《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中还有作家专论，该部分研究了吉狄马加、叶梅、彭学明等 15

位作家。作家专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较为常见，相比已有的作家专论，杨玉梅的著

作在作家个案选取和个案研究上体现了一些超越性。

超越之一，作家个案选取注重当下感。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专论，常选取 20世纪 50年代

淤 贺仲明：《文学价值与本土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 6期。

探索文本深处的辽阔大地

175



· ·2015年 2期

以前出生的作家为研究对象。该书专论中的研究对象大都出生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

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这些作家正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坛的中坚力量，阅读这些作家专

论，读者明显会有深入文学现场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作对彭学明、鲁诺迪基、德本加、

李进祥、杨国庆等 5位 60后作家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坛新崛起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

实力正需要研究者用作家专论去集中展示。

超越之二，作家个案研究注重纵深感。少数民族作家个案研究，常见以作家的成名为中

心，作家成名之前的成长之路，成名之后的探索之路往往被忽视。杨玉梅的作家个案研究注

意通过研读作家成名作之外的作品，进而揭示具有纵深感的作家成长之路。以扎西达娃来

看，她认为扎西达娃的“文学价值却还不仅仅在于 1985年，1985年以前的成绩不容忽视，

1985年后的探索也并非风光不再，恰恰是这一变化显示了扎西达娃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自觉

和自如的过程。”淤她论及阿来，关注其获茅盾文学奖前的求索；论及乌热尔图，关注其放弃小

说向散文的转型；论及冯艺，关注其新世纪创作的文化散文；论及郭雪波，关注其生态意识由

“自然”到“自觉”的成长。这些富有纵深感的个案研究，不仅能对已有的作家研究有所推进，

而且能全面展示作家的成长历程。

《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的作家专论还有一个特点，即始终坚持以大量的作品文本作

为研究立足点。她的张承志研究，论及了近三十部作品；叶梅研究，论及了十多部作品；彭学

明研究，论及了二十多部作品。如此大量研读作品，意味着研究者对作家创作的充分尊重。20

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一种文学理论淹没文学作品的倾向，这样的研究常会在

理论展示的有效性下掩盖着作品美学体验的贫乏。杨玉梅的作家专论看似文字朴素少了些

华丽的理论外衣，实则朴素文字中呈现的正是她对作品的仔细研读。她曾在张承志的专论中

写到，张承志“向社会传达自己的思想和焦虑，他的声音能让人听得见听进去吗？也许多数只

看到他的偏激，而没有认真去领会他的深意，这大概也是张承志之所以在文章中呼吁一些评

论家去读读他的作品的原因。”于杨玉梅所写的张承志的呼吁，也正是她的呼吁，当下的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就应坚持仔细研读作品文本的原则。

21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日益繁荣，大量新出的作品正在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生息

的辽阔大地，这片辽阔的文学大地也期待着研究者去探索。杨玉梅立足于大量作品文本，本

着超越与坚持的批评态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把握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态势。

（杨建军，兰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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