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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各族人民相濡以沫、休戚与
共，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广
西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大图绘中多
彩的一笔，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广西少数民族作
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股重要的创作
力量，他们既带有本民族的文化气
韵，又以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高歌猛进。广
西少数民族文学积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民族
团结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的主题
从对新生活的歌颂、国家认同、爱国
主义到和平信念、民族团结、生态关
怀、人性书写等，无不彰显着时代精
神。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虽然题
材各异、体裁多样，但都有着共同的
立足本土、胸怀祖国的创作特点。作
家们都以坚定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
中华文化的热情礼赞，将自己所置身
的多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书写，融入到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这些作家来自不同的民族，对地
处西南的八桂大地有着多元的认知
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既书写对故乡
的守望，又表达人性共有的情感。在
他们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许多生活
于民间文化沃土中的广西各民族的
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以
不同方式蕴含了广西各族人民热爱
祖国、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有着书写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
基础和革命历史渊源。早在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壮族作家高孤雁、
曾平澜、韦杰三怀着强烈的民族国家
忧患意识，创作了具有民主革命思想
的作品，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是广西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
题。他们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表达民
族国家话语，在崇高与宏阔中提升了
文学创作的审美张力。1953年，壮族
作家韦其麟自觉加入到国家话语体
系的构建中，其成名作《百鸟衣》中的
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古卡和依娌
的形变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壮
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巨制《瀑布》具有
史诗般博大和纵深的品格，体现了作
家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
思考，开创了广西革命历史题材以及
史诗形式创作的先河；京族作家李英
敏的《椰风蕉雨》讲述战斗英雄可歌
可泣的英雄故事；壮族作家黄佩华的
小说《生生长流》通过家族变迁史折
射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壮族诗人
石才夫的诗歌《旗帜》《山河铭记》《爱
的清明节——献给山魂》表达了自己
对党的忠诚和热爱，对保家卫国壮烈
牺牲的英烈们的崇敬与怀念；瑶族作
家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描写一群
失散的红军各自遭遇的不同的命运，
讲述了一段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
事；壮族作家赵先平的长篇小说《穿
过密林》运用传奇的叙事手法讲述左
江地区的革命历史。广西各族人民
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与重大历
史事件历程，在抵御外辱、保护家园
的革命斗争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塑造各民族优秀的人物形象，建
设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挖掘各民族优
秀的文化遗产，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
互了解。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创作的
叙事长诗《虹》取材于苗族民间传说，
塑造了聪明能干的苗族女孩花姐姐
的形象；侗族诗人苗延秀的长诗《大
苗山交响曲》表达了苗族人民热爱和
平、追求民族团结、反抗民族压迫的

斗争精神；壮族诗人韦其麟的叙事长
诗《凤凰歌》塑造了一位为了人民的
胜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壮族巾帼英
雄达凤的光辉形象；仫佬族剧作家常
剑钧的历史壮剧《瓦氏夫人》塑造了
抗击倭寇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的
形象；瑶族作家莫义明的小说《八角
姻缘》塑造金福廷、陶扶强、亚培、果
英等性格各异、形象丰满的人物，展
现了瑶族人民的美好品德；仫佬族作
家潘琦的许多作品讴歌民族间的患
难与共、互敬互爱，塑造了健康美好
的各族人民形象。广西少数民族作
家、诗人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弘扬善与美的艺术追求，并在这
些优秀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推进
民族团结。

民族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融
合的创作追求。广西少数民族作家
以自己的视角表达政治参与的热情，
用积极健康的笔触歌颂新生活。壮
族作家王云高的代表作《彩云归》书
写了渴盼祖国统一的主题；壮族作家
莎红的诗集《山欢水笑》反映了各族
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崭新风貌；壮
族作家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书
写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觉醒，知识
分子思想的改造，土改斗争的胜利；
瑶族作家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
河》展示了一群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追
求与创新的瑶乡儿女形象，表征着瑶
族人民走向现代的心灵历程；毛南族
作家谭亚洲的《狩猎毛南山》描写了
老猎人三伯智擒糟蹋庄家的猴群为
寨子除害的故事；水族作家李果河的

《阿贵嫂和她的水饺店》描写了阿贵
嫂顺应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经营得法，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
壮族作家黄志谋、牙韩彰的《夕照苍
茫》是一部具有壮族特色的文学作
品，其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凤阳州末代
土司的生活图景，通过韦才文等主要
人物的人生经历，表达了作者对壮族
文化的深厚情感，对优良家风、家国
情怀的大力弘扬，以及对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的美好向往，具有一定的思
想深度与艺术深度。这些作品展示
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的精神风貌。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对国家利益的价值认同，并在积极
开拓新生活的努力中使“个人”得以
与国家相连。

聚焦脱贫攻坚，展现走向新时代
的精神风貌。新世纪以来的广西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以精准扶贫为重心
展开对八桂大地各族人民当代命运
的叙述，构成了当代广西少数民族作
家创作的重要叙事维度。瑶族作家
红日的小说《驻村笔记》生动地呈现
了精准扶贫的攻坚场面，并真实地刻
画了河城县天马乡的一群有厚度、有
温度的扶贫干部形象以及其他各具

特色的人物群像。通过表现他们的
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情态，显示了基
层人民群众和扶贫干部的善良与正
气，彰显了广西人民的拼搏精神。壮
族女作家罗南的长篇纪实散文《后龙
村扶贫记》，全景聚焦广西百色市凌
云县后龙村精准扶贫工作，以女性温
情的笔调写出后龙村从贫困走向脱
贫的攻坚历程。壮族作家李约热的
中短篇小说集《人间消息》，以作者任
第一书记期间的经历为素材，创造了
一个兼具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乡村世
界“野马镇”。毛南族作家莫景春的
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用优美的
语言抒写毛南族村人、村事、村物，体
现毛南族在时代变革中的文化传承、
灵魂坚守、精神创造。壮族作家林超
俊的报告文学《红土地上的秀美人
生》和《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
秀》，以真实事件为基础，通过生动具
体的细节呈现，重塑了这样一位“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七一勋
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文
秀的形象。壮族作家韦佐的《巴某蝶
变》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讲述了一个从
深度贫困村到最美乡村蝶变的中国故
事。作家们自觉参与了时代主流文化
的大合唱，在更广阔的时代和精神结
构中表现地方生活和地方经验，并以
无限的想象建构“边疆—中心”的叙
事模式，以此表征广西作为少数民族
聚居地的“边疆”从来都是祖国政治
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写多元文化主题，丰富中华文
化内涵。生活在八桂大地上的少数
民族作家自觉地从多民族文化资源
中汲取营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
的书写，还是生态保护、苦难主题的
挖掘，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
代，表现出开阔的审美意识。壮族作

家何培嵩的长篇报告文学《哭了 笑
了》讲述少数民族孤儿学校的感人故
事，传播社会大爱，凸显人性光辉。
仫佬族作家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
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
的麦田》等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叙事
情怀，他挖掘社会底层人生的苦难，
对人生磨难以及生与死进行了观照，
直抵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内涵。壮
族作家冯艺的散文集《桂海沧茫》《朱
红色的沉思》，以一颗赤诚之心，既抒
写壮族民族文化，又讴歌了灿烂辉煌
的中华文化。黄佩华的小说《远风
俗》《河之上》《杀牛坪》，让奔腾不息
的红水河见证着人们的生老病死、喜
怒哀乐，从而使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
地域特征。凡一平的小说《天等山》

《蝉声唱》，从他的故乡上岭村汲取创
作源泉，写出了社会万象和世道人
心，反映了壮族地区乡村生活的现
状。陶丽群的小说《母亲的岛》，聚焦
于边境女性所受的身体与心灵创伤，
以及这种创伤体验带给她们的悲苦
命运。此外，还有韦俊海的小说《复
仇的麻雀》，李明媚的小说《在路上寻
找春天》等，这些文学作品以深沉的
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原乡意识等多
元主题的探索，唤醒故乡的记忆，将
广西地理景观中的一河一山融入华
夏似锦山河。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
创作表现出多重审美向度，丰富了中
华文化的内涵。

作者简介：钟世华，文学博士，南
宁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牛金霞，文学
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元表述的文化
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8XZW034）
阶段性成果，为“少数民族诗歌”系列
研究之三。）

散文是有光的，光是散文的境界。当
下的一些文学评奖，散文的奖金几乎都
是最低的；有些文学活动甚至几乎没散
文什么事，散文在文学期刊中所占的页
码也是少的可怜。与小说、诗歌等文体
相比，散文这样不受待见，地位这么低，
与我们作品所期望达到的影响功力以
及境界格局有很大关联。至于好散文
该有怎样的境界，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说
法。

最近读了《广西文学》2023 年“广西
散文新实力二十家”，为之心动，也多有体
会。《广西文学》专门用一整期的刊物来
隆重推出我们身边的散文作家和作品，
气场宏大，魄力、勇气、理念可嘉，也值得
所有报刊人学习和借鉴。推出的二十人
作品，是二十份滚烫的情怀，有的被选刊
转载，有的得到理论家推崇，各文学期刊
也给以极大关注，这些都是很好的气象；

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的散文太需要这样的
机缘和舞台，而《广西文学》满足了所有的
期待。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一期刊物可以挖
掘的潜力或存在的短板的话，我觉得我们
的时代太缺乏大散文、大境界的散文——
这是每一篇好散文应有的光。王国维曾
说过人生有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做人
与做文一样，需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境界，
需要有光——别人为之一震的瞬间感受
和思想光芒。散文作为一种真情实感表
达的文体更不例外。

千古文章到底是做人的学问和艺术，
王国维的“境界说”其实就是对做人的艺
术和层次进行了形象的概述，其本质首先
应该是“美”。散文也如此，字里行间看起

来要美；读起来像朗诵诗一样也要美；回
想起来念念不忘、耐人寻味、绕梁三日的
味道更要美。此“美”应当是散文写作的
三个基本阶段，皆通过文字之美、语感之
美这两个时段的细琢打磨，从而通达感官
及整个身心乃至整个宇宙致美的精神享
受。

当然，散文的境界怎一个“美”字了
得。除了文字的顺畅表达和文学性的叙
述，更重要的应当是文字背后的深层次情
感表达和哲理性思考。坦白地说，我近年
来专注于写泉记系列散文，写的名泉上百
眼，重点侧重于泉眼本身自然原始状态背
后所衔接的人文样貌、个人情感、文明理
念和历史积淀。进行创作时，总喜欢对某
一章节进行分行式的诗歌样式书写，自我
感觉像一首诗之后再敲击返车键，让诗歌
走进散文，让散文看起来很美。我把这称
为散文创作的第一步。于文学而言“语言

是第一道门槛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
也喜欢对某个写作场景进行强化性的打
磨，像作山水画一样描摹，使之成为一幅
像样的画，我把这一文字成果叫“境”。这
还不够，还要在这样的“境”上衔接个人的
情感体验以及深层次的哲理性思考，让一
些浮在表面的华丽辞藻沉淀下来，我习惯
把这一文字成果叫“意”。我们常说的文
章要有思想，要有意境，借用作家王兆胜
先生的一句话，至少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天地之宽的博大与仁慈，不断探求
宇宙与人生的奥秘，进行心灵上和灵魂上
的对话和拷问。

我想，这就是散文的境界，散文的
光。好的散文要有光，境界是散文的光。
这样的光，应当像一滴酒滴在酒缸里激起
的粼粼微光；像一块老腊肉透出的纯粹的
亮；像一位有出众外表的美女在不经易间
散发着的高贵气质和深厚涵养。

□ 钟世华 牛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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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部分作品封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部分作品封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