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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君

今年元月中旬，广西艺术学院潘
永华副教授把他的新作《侗族大歌的
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赠与我，并说
让我写一个书评，顿时感觉“压力山
大”，虽然 2000 年的时候我去过三江
侗族自治县支教，对侗族音乐有所了

解，但让我对侗族音乐家的学术著作
进行评论，还真不敢轻易动笔。晃眼
半年过去了，我认真拜读之后，才有
一点说话权。

侗族被誉为是“歌舞的民族”，侗
乡被誉为是“歌舞的海洋”，我就像是
在海边玩耍的游客，偶尔发现了一块
美丽的贝壳，对于浩瀚的大海——侗
族音乐，还没有更多的认知。而《侗
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让我
有机会再一次徜徉在侗族歌舞的海
洋，去领略它的神秘、博大及奇妙的
和谐，发现其中无数精美的珍宝。我
几次三番打开这本书，阅读里面的内
容，试唱其中的侗歌旋律，每一次都
被作者执着的“侗歌情结”所打动。

“饭养身，歌养心”，对于一个土
生土长，后来走出侗乡求学，成为侗
族首位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双硕士的潘永华，“身在此山中”站在
对本土音乐文化深究的角度，同时

“身在山外”站在现代学院派的另一
个角度，在“山外”有了更多的文化比
较及文化探讨之后，为了更深入研究
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回头来探寻家
乡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和思维基
础。为此，潘永华回到“山里”，进行
了认真的实地采风与考察，他对寨
老、歌师、村民等深入访谈，进行了抢
救式的挖掘整理，为今后开展同类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其“双重身份”
的优势，完成对侗族大歌少有的具有

深度、广度和厚度的研究，由此获得
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与保
存价值。

书中潘永华写到侗族大歌生成
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侗族大歌在
历史中的嬗变、流传区域及传承变
迁，侗族大歌与民俗和节庆的关系，
除了参考大量的文献如著作、论文近
60部（篇），与自己亲自采风获得的第
一手材料进行科学对比，找到具有权
威及可信的表述。侗族居住区的独
特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侗
族大歌的产生、流传与继承提供了沃
土；他从歌源流考、民间传说、历代歌
师的不同角度，论证侗族大歌的形
成、发展、传承与侗族民俗“行歌坐
夜”“月也”关联密切。

接着，潘永华从专业的角度，对
侗族大歌的音乐结构、词曲关系、衬
词、衬腔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及侗
族大歌的旋律是受侗族人的音乐审
美习惯和外在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构
成，在侗族人的旋律思维中没有西方
的和声概念，侗族大歌的横向线条是
侗族大歌产生纵向声音美的重要因
素。潘永华根据侗族大歌的演唱特
点，就单声部旋律音程和多声部旋律
音程分析、探索了横向旋律之间以及
与横向旋律所构成的纵向旋律之间
的关系。还谈及侗族语音及侗族大
歌的歌词音韵，歌词与旋律、节奏的
关系；衬词在侗族大歌中具有的特殊

结构性意义，根据它的音节数、演唱
的时值和篇幅等，分为衬字、衬词、衬
句、衬段；衬腔是侗族大歌中艺术特
色的重要体现，与居住的地理环境、
民族语言习惯、歌唱的审美习惯有很
大的联系。

最后三章，其对侗族大歌的艺术
特征和思维基础、形成的文化生态圈
以及侗歌传承的新模式——侗乡歌
会，进行了视角新颖的阐述。一直以
来，对传统的侗族歌师进行传授侗族
大歌的思维特征还少有研究，潘永华
采用概念来探讨“思维”的途径，首先
从侗族鼓楼的多层结构、花桥的构
成、侗族服饰来寻求侗族人在视觉上
体现固有的多层以及众低独高思维
基础方式。因族群审美思维习惯，侗
族人在听觉就出现了多声以及众低
独高演唱方式，这就是侗族大歌形成
的最主要的思维基础。地理环境与
劳动生产、群居生活、民族风俗和民
族语言五种因素连在一起，形成了侗
族大歌的文化生态圈。潘永华亲力
亲为，利用传统民俗创办新歌俗，提
高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多
年的积累和尝试，加上他在“非遗”语
境下关于侗族歌俗淡化的思考，在世
纪之交的 1999 年春节，举办了首届

“侗乡歌会”。这次“文化自觉”的实
践尝试，给后来几次举办“侗乡歌会”
带来了文化自信，也使得他多年的研
究、采风、整理成书有了自信和底蕴。

本书附录有侗族大歌30首，也是
这本著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都
是潘永华深入侗乡收集、整理，由潘
永华及其夫人夏鸿雁记谱，然后制
成五线谱，歌词用侗语，歌曲后面附
上汉语的歌词大意；这些歌曲直接
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谱例，《本色歌》

《蝉之歌》《撑船歌》《春时花开》等 30
首原生态侗歌的采集，就是一项大
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
究员邓敏文在序一中写道：“侗族大
歌为何如此迷人？”一直找不到满意
的答案，阅读本书样稿后似乎能从中
找到一些其“迷人”的真实或内在原
因。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张
伯瑜在序二中写道，潘永华所具有的
表演者和研究者、文化上的局内人和
研究上的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使其对
相关材料交代细致入微，深入触及了
音乐本体及与音乐相关的文化本
质。“能够以研究者的视角整合出具
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进行问题化和
逻辑化的分析与陈述。”

确实，《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
思维基础》不仅手感“厚重”，打开来
阅读、视唱也感到作者情怀和学术的

“厚重”，在今天诸多音乐研究著作
中，它就像侗族大歌在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大花园里独树一帜一样，有
着特别的阅读、演唱与使用价值。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由黄晓娟、张淑云、罗莹钰所著
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
写》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
终期成果，今年 3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当代具有影
响力和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及
其创作为研究对象，从女性意识与女
性经验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的认同
与传承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少数民
族女作家的创作是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呼应，她们书写的文本
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中华文
化在这样的女性书写中得以传承、创
新。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
综合性研究较少，主流的批评话语仍
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来观照少数
民族女性文学，忽视了隐含其中的女
性立场，以及女性身份带来的文化、
审美价值。该书的面世正填补了这
一空白，具有非凡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中有你，你
中有我”的统一体，在这样的文化格
局下，55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
一起组成了花团锦簇的中华文化大
花园。进入新时代，为延续各民族共
同发展的文化成果，党中央提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党的十九
大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纲’”。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在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强调
一体，既展现多元的包容性与带来的
优势，又强调多民族的凝聚力量，是
由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化意识
凝聚而成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华文化的土壤滋养出少数民族文学
的花朵，而这些绚丽的民族文学又是
中华文化的体现。少数民族作家的
创作不仅传承了本民族文化，还认
同、传承着整体的中华文化，体现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惟有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唤起中华民族
的共同性自觉，一齐传承和发展中华

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
园。《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
写》一书作者的敏锐之处在于指出其
中属于女性的部分，指出中华文化传
承过程中被遮蔽的少数民族女性文
学。长期以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
著作颇丰，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未得
以足够的重视，更鲜有从女性书写的
角度去审视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问题。这部著作的意义由此突显，即
寻得一个双重视角的交汇点，其中一
条线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与传承，另一条线则是少数民族
女作家的创作，以此为落点，辉映出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多彩景观，生动
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处在文
化边缘，少数民族女作家们仍坚守女
性立场，以独特的女性经验和意识，
审视、反思现代化背景下本民族文
化，同时言说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
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一步深入，我们发现，书中所讨论的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
现代理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少
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便是一条
可行的路径。女作家笔下的民族故
事异彩纷呈，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共
同精神内核难以磨灭。作者发现，她
们延续着中华传统审美意识，致力于
书写和谐之美，在现代语境中对本民
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并能够自

觉地再认识、再创造，彰显出主体自
信，少数民族女作家以手中的笔，完
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
创造。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极为
详实的理论研究，下篇则是文学个案
分析，显示出研究的严谨性与完备
性。上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学说和毛泽东女性解放思想，从文化
身份、地域文化、审美关照、文化记忆、
文化创新、女性叙事等角度架构理
论。如此巧思，一是为下篇的文本细
读打下坚实理论基础，二是从不同侧
面、从宏观角度阐释少数民族女性文
学形成原因及样貌特点，使得下篇的
微观个案分析随之欲出。下篇聚焦于
获得“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选取了
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布依
族、彝族六个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优秀
作品展开分析，通过文本微观诠释少
数民族女性书写的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传承与创新。一组组文学个案与
上篇的理论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各
个民族的女性文学都在经历着文化
认同、审美表达、文化创新等环节，同
时，作者还注意到了各民族女性文学
作品中独特之处：满族女作家的共荣
共生文化意识，草原文化对蒙古族女
作家的影响，达斡尔族女作家笔下的
神秘美学，回族女性文学中的生命意
识，布依族女性文学融合古今的美学
意蕴，彝族女作家坚守的诗性传统
……作者在结语中指明，在这些独特

的闪光点背后，是“多元共生、互补互
融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发挥作用，这
些闪光点最后都是聚拢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这个底子上来，在“共性”的
基础上，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个性”
才得以彰显，显示出文学创作在文化
传承中的审美价值和独特作用。

在上篇的理论架构中，该书开篇
并未直接探讨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认同问题，而是先从少数民族
女作家的文化身份入手，拓展研究的
深度与广度。作者敏锐捕捉到少数
民族女作家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是
由地域、族别、性别三种属性共同构
成。多重文化身份决定了少数民族
女作家的写作姿态，决定了她们如何
带着民族的、女性的声音与现代社会
对话。谈及文化身份，便涉及身份认
同问题。该书作者告诉我们，少数民
族女作家的多重文化身份认同是通
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来完成的。她
们的作品不但书写了本民族共同的
文化记忆，还展现出本民族文化与汉
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容，甚至以文化自
觉的姿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该
书作者明确指出这些关键点，凸显少
数民族女性文学广博的文化包容
性。此外，该书充分挖掘了女作家创
作中独特的审美关照，这是女性身份
带来的独特视角。女作家从边地文
化中汲取文化传统，创造出思乡恋乡
的美学，挖掘独属于她们的空间化美
学；同时，她们还在自然美学的感召

下关注女性生命和女性自我，以美的
眼光对生命发出终极追问。因此，文
化身份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使得文
化认同、女性经验、女性审美观照等
方面交相辉映，映照出少数民族女性
书写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生发以来
便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该书另一个较
为新颖的视角是从文化空间的角度
思考文化认同与传承问题。此处的
空间既指承载地方文化的地理空间，
也可以指文学中构造出的叙事空
间。譬如，江南文化是从奇山秀水、
湿润气候等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因此
从这里成长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具有
安静、自由的诗性品格。书中以壮族
女作家岑献青为例，生动论述广西山
水滋养文学创作的过程。除了地理
因素，老屋、旧屋、庭院也是少数民族
女作家的心灵居所。老屋承载着对
传统家文化的怀恋，其实质是民族文
化、国家文化的象征，在她们的书写
中完成民族地方文化的回顾与审
视。在封闭的庭院中，女作家的思绪
并未困在此处，而是将庭院化为独属
于女性的天地，让角色徜徉其中，使
得女性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从文化
空间的角度剖析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内的创举，据此
透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文本生成
原因，明晰文本中细腻的女性意识，
反映出少数民族女作家对中华文化
的深切关怀。

《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
写》是一本极为扎实的研究著作，凝
聚着三位女性研究者的心血。该书
论述的中文文学作品达七十部之多，
参考文献上百篇，如此浩繁的材料在
三位研究者的笔下精妙合一，生动诠
释了女性研究者细致严谨的治学态
度。随着该书拓展的研究视野，少数
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前景广阔，仍
有深入挖掘研究的空间。

（作者为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教师）

一本着实“厚重”的侗族音乐研究专著
——《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

□□ 黄芊芊

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中华文化坚守
——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

▲ 《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
与思维基础》由中央音乐学院
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