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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这一历史悠久的民族，往昔以渔猎为生，其社会
结构中，女性占据着颇为尊崇的地位，彰显出满族传统中独
有的女性尊重观，不以男女之别轻忽任何一方。尤为引人
注目的是“姑奶奶”现象的出现，有着历史的缘由。在过去，
旗营中的男人不纳妾，满族男人是世袭八旗兵制度，只知道
效忠国家，朝廷有令，随时战死沙场，故对家庭事务多为放
任不管，皆是妇女主事。及至满族入关，八旗女子的选秀制
度更是成为皇室用以维系前朝政治平衡的精妙联姻策略，
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其婚姻归宿对家族兴衰具有举足轻
重的意义，从而催生了以“姑奶奶”为尊的独特风尚。

因此，在满族家庭中，未出阁的少女其地位仅次于双
亲，甚至高于已婚的嫂嫂，她们宛如家中的璀璨明珠，享有
极高的声望与权力。这些少女不仅手握话语之重权，能于
家庭重大事务中发表见解，更可在关键时刻主导家庭决策，
真正成为家中的掌舵之人。

这种习俗“影响”至今，满族的女性作家不让须眉，所以
书写满族作家以女性作家为先，以示尊重传统，尊重女性作
家。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骏马奖”已历经十三届 43
年，成为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它的评选不仅认可了少数
民族作家的辛勤耕耘，也鼓励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骏
马奖”推动了民族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
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其中，满族
文学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兴起到发展、从低谷到繁
荣的历程，展现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文学成就。

自从“骏马奖”设立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熠熠生辉，在
文学创作的百花园里，争奇斗艳，千姿百态。它的评选，是
对少数民族作家们辛勤耕耘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文化背景
不同的各民族作家的鼓励与鞭策。评奖促进了作家纷纷拿
出十八般武艺，让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不仅得到读
者、评论家们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时间和历史的认可。优
秀文学作品宛如一朵朵盛开在文学花园中的娇艳花朵，通
过选拔、奖励、展示与推介，得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绽放光
彩。“骏马奖”的设立是民族文学事业朝着高质量的方向蓬
勃发展的动力，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是民族
文学的助推器。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
波澜壮阔的历史。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如同一条条奔腾不息
的河流，汇聚成了中国文学的浩瀚海洋。“骏马奖”的设立和
评选意义深远，它不仅是为了选拔和奖励少数民族作家的
优秀作品，更是为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新时代的背景下，“骏马奖”推动了民族文学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
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满族女性作家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她们的性别，而在
于她们的作品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展现了独特的文化视
角和情感表达。满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不仅传承了传统
文化，还在其中融入了个人经历和对社会变迁的感悟，形成
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风格。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反映出她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
理解和创新。她们的作品不仅继承了满族文化的精髓，还
将其与汉族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容纳多
元文化的文学表达。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
上，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上。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情感丰富、描写细腻，富有大爱无
疆的情怀，常常通过热烈的笔触表达对家国命运的关注。
尤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展现了一种深沉的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关怀。

东北满族女作家的“白山黑水”情

（1）以抒写满族风情见长的女作家边玲玲，带有鲜明的
“寻根”色彩。

边玲玲，1947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改革开放后涌
现的女作家代表之一，她以“寻根文学”异军突起，成为小说
创作作家中重要实践者之一。作为出身东北的满族作家，
边玲玲不仅关注本民族文化，还积极寻索东北其他亲缘民
族的文化精神样态。边玲玲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奖的小说《丹顶鹤的故事》，以青年小伙裴宁投射出当代

知识分子回归乡土自然和追逐生命气息的淡泊宁静的精神
追求，也通过对朝鲜族姑娘乌梅温暖热情、能歌善舞的形象
塑造，表达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接纳。作为一
位满族女性作家，她用丹顶鹤高洁的形象映射了“人的尊
严”以及“女人的尊严”这一主题思想，用其独特的视角阐
述关于时代青年应当如何在物质至上的社会中坚守人格尊
严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的种种风貌与人性的光
辉。

边玲玲作为东北满族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表
达方式，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和活力。

（2）擅于驾驭军事题材的女小说家庞天舒，在她的小说
作品中，爱国主义的神圣意念、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机智
勇敢的军人情愫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庞天舒 1964年 12月生于辽宁沈阳，从 19岁起便跋涉
于“历史与战争”壮阔家园，她默默地耕耘在她的精神世界
里，从不随波逐流。

庞天舒的《落日之战》以诗意的追求、对美的讴歌、对纯
贞爱情的描写使其在历史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因此获得
了“骏马奖”。《落日之战》讴歌的是民情之谊、风俗之美、自
然之雅，让任何读者都可以通过这部小说领略北方游牧民
族特有的风情、飘忽不定的生活、以一当十的剽悍。这是一
部不仅哲学沉思意味浓厚更是反思战争的佳作，既表明
战争没有胜利与失败者，有的只是流血与牺牲，人民遭受生
灵涂炭的残酷，向往和平与美好，是这部作品的总基调。

庞天舒的作品没有以正义与非正义简单定位地解读战
争，而是直指战争的本身来展开对战争的认知思考，这种思
考是理性的。而这种深刻的哲学沉思、对战争本质的探讨
以及理性评价，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3）以哲理散文著称的女作家格致，作品风格独特，擅
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情感和对生活进行哲理反思。

格致，原名赵艳萍，1964年生于吉林，祖籍沈阳。作为
散文家，格致的散文作品风格软中有硬，柔中有刚，善于在
日常生活中揭示生命的脆弱与人生的无助，喜欢将自己放
在文章的“绝境”中抒写，这使得她的散文集《从容起舞》获
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一部关于生存环境的散文集，更
是一部反映人类内心世界、探讨人性本质的佳作。它让我
们意识到，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前，我们必须首先
确保自己周遭的环境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格致的散文集《从容起舞》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奖，书中深刻表达了对生存环境的怀疑以及由此产
生的恐惧感。这种怀疑和恐惧源自于对生命安全的基本需
求。她通过细腻的笔触，让读者感受到低层次需求在现实
中的迫切与无奈。但是，不局限于对环境影响力的描写，还
通过具体的人和事件，全面展示了人生价值追求，包括对人
性的洞察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书中也包含对家族历史的叙
述，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生命进行认识和剖析的过程，也是进
行自我辨识、自我理解的必经路径。

格致散文集《从容起舞》不仅是一部散文集，是一个呼
唤，一个招牌，一个宣誓，为她赢得了在文学领域特有的地
位。

（4）善于讲科幻故事的女作家苏兰朵。
苏兰朵，本名苏玲，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松原市。苏兰

朵擅长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个人观念和情感。近年来，
她开始尝试科幻题材的创作，进一步拓宽了她的文学边界。

苏兰朵创作的中篇科幻小说《白熊》获第十二届“骏马
奖”。苏兰朵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如回忆、幻想与现实交
织等，使得故事层次丰富，引人入胜。《白熊》中的科幻元素
不仅为故事增添了奇幻色彩，还深刻反映了现代科技对人
类生活的影响。作品中的“重生岛项目”等设定，跳出科技
的局限性设定，呈现出对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文化的隐喻
和批判。

苏兰朵的《白熊》是一部思想性和文学性相伴相生的作
品，作者以深刻的主题意识和不说教的叙事手法展现一个
虚拟的未来世界，以善与美的笔触，尽情地讴歌了她的家乡
壮美与悲喜，完成了她这部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
值。

以京津为核心辐射全国的
满族女性作家扫描

（1）以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时代风雨的作家叶广芩。
叶广芩，1948年生人，成长在北京落户在陕西。她的

文学创作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家族小说、市井生活描绘以
及自然与人的故事。

叶广芩的作品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为主笔，既
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又将文化元素归为己有，评论界一致认
为“叶广芩现象”是时代所造就，而故事抓人、情节感人、叙
事精炼、学识广博、情思高远的写作风格，让她得到广泛赞
誉。

生在北京、身居西安，又有多年留学海外生活经历的叶
广芩称自己像个“无业游民”，有一天去了东北的叶家镇，即
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根脉之地，她突然找到了“归属感”，觉得

身为满族作家，是得天独厚的上苍的安排。而她近些年取
材于个人家世的一系列“闺秀遗风”小说，与其说带着她理
性的文化审视与思考，莫如讲更是她一腔深重文化乡愁的
写照，作品的个性与历史印记相交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文
学表达。

《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以第一人称“我”追忆个人记忆，
通过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个体人生命运与生存状况描写，再
现了复杂又浓厚的满人情感色彩。这种个人记忆与历史再
现相结合的方式，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作
品中频繁出现的满族传统民俗文化符号、京味儿的语言以
及家族中的珍贵器物等，都是满族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的
体现。但时代带给作家的撕裂感也在文章中时有体现。

（2）以女性心灵剖白为特质的女作家赵玫，其创作一向
以女性意识表达被文坛聚焦。

赵玫，1954年生于天津，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和《一
本打开的书》,分别获得第四、第五届“骏马奖”。赵玫的作
品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她以不倦地进行文体实验
和对语言及结构的创新特别是以剖解心灵的创作法，得到
业界的赞誉。

赵玫在文学创作中不倦地进行文体实验和对语言及结
构的创新。她勇于尝试新的写作手法和表达方式，将文言
词嵌入散文的语言节奏中，打破传统散文的叙述模式，创造
了一种鲜活的散文节奏和诗性优雅。这种创新使得她的作
品具有独特的文学张力和广阔的心灵视野。

《以爱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通过心灵剖白与
抒情性相结合的方法，将个人情感融入社会现实之中，表达
了对生命、爱情、友情等主题的深刻理解。同时，创造了一
种独特的节奏和诗性美感。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在当年
曾创下畅销10万册的纪录，可谓读者与评论界都认可的
一本散文集。这些作品围绕着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
和社会观察展开，展现了赵玫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
力并延续了赵玫一贯的散文风格，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和
心灵的深刻剖析。同时，赵玫在本书中继续进行着文体实
验与创新，通过打破传统散文的叙述模式和使用独特的语
言节奏来营造散文的诗意和美感。简言之，赵玫的作品将
心灵剖白与抒情性、文体实验与创新性、历史题材与女性视
角辅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成为其独树一帜的文学风
格，也确立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3）女子智灵性诗歌创建者、诗人王雪莹，不仅其诗歌
作品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其创建的女子智灵性诗歌会，在
诗歌界的影响也很大。

王雪莹生于 1963年，自幼热爱诗歌，她的诗歌特点体
现在不炫耀、不做作，表达自然、率真，同时又超越现实，追
求诗歌语言表达的张力和深邃度。

王雪莹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获第十届“骏马奖”。
这部诗集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诗人对生命、爱情、
自然以及故乡的深刻感悟，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传达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诗集中频繁出现的

“火焰花朵”的意象，既是诗人主体人格的鲜明写照，也是整
部诗集意义空间和审美品格的核心因素。这个意象的形
成，既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
力。

王雪莹在创作中汲取了本民族的营养又融合了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在保持传统诗歌韵味的同时，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部诗集获奖不仅是对王雪莹个人创作
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她所代表的满族女性写作群体的一种
认可。王雪莹的诗歌作品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思路，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满族女性作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
识与高级审美追求。她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探
索新的表达方式和扩展题材领域，形成了多样化、多民族描
述的文学风格和主题深入探究的方式。这种创新不仅体现
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上，还体现在对当代社会问题的
深刻反思上。因此，他们的作品在张力、魅力等方面都显得
与男性作家有很大的不同。

通过对满族女性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她们在
创作中常常体现出对民族文化和身份的深刻认同，也往往
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和历史记忆。这是因为她们普
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更希望通过文学创
作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变迁，传递正能量。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非
常擅长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内心世界，使读者产生共
鸣。满族女性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往往从女性视
角出发，赋予历史以新的解读和诠释。她们的作品不仅彰
显了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为新时代多民族文学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支撑性力量。

（赵晏彪，京味作家、社会活动家，《民族文学》原副主
编。赵伯仁，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国际写作
中心签约作家）

和事件，全面展示了人生价值追求，包括对
人性的洞察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书中也包含
对家族历史的叙述，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生命
进行认识和剖析的过程，也是进行自我辨识、
自我理解的必经路径。

格致散文集《从容起舞》不仅是一部散
文集，是一个呼唤，一个招牌，一个宣誓，
为她赢得了在文学领域特有的地位。

（4）善于讲科幻故事的女作家苏兰朵。
苏兰朵，本名苏玲，1971 年出生于吉林

省松原市。苏兰朵擅长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表
达个人观念和情感。近年来，她开始尝试科
幻题材的创作，进一步拓宽了她的文学边界。

苏兰朵创作的中篇科幻小说《白熊》获
第十二届“骏马奖”。苏兰朵运用了多种叙
事手法，如回忆、幻想与现实交织等，使得
故事层次丰富，引人入胜。《白熊》中的科
幻元素不仅为故事增添了奇幻色彩，还深刻
反映了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作品中
的“重生岛项目”等设定，跳出科技的局限
性设定，呈现出对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文化
的隐喻和批判。

苏兰朵的《白熊》是一部思想性和文学
性相伴相生的作品，作者以深刻的主题意识
和不说教的叙事手法展现一个虚拟的未来世
界，以善与美的笔触，尽情地讴歌了她的家
乡壮美与悲喜，完成了她这部科幻小说的现
实意义和文学价值。

以京津为核心辐射全国的
满族女性作家扫描

（1）以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时代风雨的作
家叶广芩。

叶广芩，1948 年生人，成长在北京落户
在陕西。她 的文学创作涵盖了多个领域，包
括家族小说、市井生活描绘以及自然与人的
故事。

叶广芩的作品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
象为主笔，既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又将文化元
素归为己有，评论界一致认为“叶广芩现象”
是时代所造就，而故事抓人、情节感人、叙
事精炼、学识广博、情思高远的写作风格，
让她得到广泛赞誉。

生在北京、身居西安，又有多年留学海
外生活经历的叶广芩称自己像个“无业游民”，
有一天去了东北的叶家镇，即叶赫那拉氏家
族的根脉之地，她突然找到了“归属感”，
觉得身为满族作家，是得天独厚的上苍的安
排。而她近些年取材于个人家世的一系列“闺
秀遗风”小说，与其说带着她理性的文化审
视与思考，莫如讲更是她一腔深重文化乡愁
的写照，作品的个性与历史印记相交融，成
就了独一无二的文学表达。

《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以第一人称“我”
追忆个人记忆，通过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个体
人生命运与生存状况描写，再现了复杂又浓
厚的满人情感色彩。这种个人记忆与历史再
现相结合的方式，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和时代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满族传统民俗
文化符号、京味儿的语言以及家族中的珍贵
器物等，都是满族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的体
现。但时代带给作家的撕裂感也在文章中时
有体现。

（2）以女性心灵剖白为特质的女作家赵
玫，其创作一向以女性意识表达被文坛聚焦。

赵玫，1954 年生于天津，散文集《以爱
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 分别获得第
四、第五届“骏马奖”。赵玫的作品有很高
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她以不倦地进行文体
实验和对语言及结构的创新特别是以剖解心
灵的创作法，得到业界的赞誉。

赵玫在文学创作中不倦地进行文体实验
和对语言及结构的创新。她勇于尝试新的写
作手法和表达方式，将文言词嵌入散文的语
言节奏中，打破传统散文的叙述模式，创造
了一种鲜活的散文节奏和诗性优雅。这种创
新使得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张力和广阔

题材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
诠释上 。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情感丰富、描写细
腻，富有大爱无疆的情怀，常常通过热烈的
笔触表达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尤其对社会问
题的敏锐洞察，展现了一种深沉的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关怀 。

东北满族女作家的“白山黑水”情

（1）以抒写满族风情见长的女作家边
玲玲，带有鲜明的“寻根”色彩。

边玲玲，1947 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女作家代表之一，她以
“寻根文学”异军突起，成为小说创作作家
中重要实践者之一。作为出身东北的满族作
家，边玲玲不仅关注本民族文化，还积极寻
索东北其他亲缘民族的文化精神样态。边玲
玲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小说
《丹顶鹤的故事》，以青年小伙裴宁投射出
当代知识分子回归乡土自然和追逐生命气息
的淡泊宁静的精神追求，也通过对朝鲜族姑
娘乌梅温暖热情、能歌善舞的形象塑造，表
达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接纳。作
为一位满族女性作家，她用丹顶鹤高洁的形
象映射了 “人的尊严” 以及“女人的尊严”
这一主题思想，用其独特的视角阐述关于时
代青年应当如何在物质至上的社会中坚守人
格尊严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的种
种风貌与人性的光辉。

边玲玲作为东北满族女作家，以女性特
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新
的色彩和活力。

（2）擅于驾驭军事题材的女小说家庞
天舒，在她的小说作品中，爱国主义的神圣
意念、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机智勇敢的军
人情愫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庞天舒 1964 年 12 月生于辽宁沈阳，从
19 岁起便跋涉于“历史与战争”壮阔家园，
她默默地耕耘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从不随波
逐流。 

庞天舒的《落日之战》以诗意的追求、
对美的讴歌、对纯贞爱情的描写使其在历史
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因此获得了“骏马奖”。
《落日之战》讴歌的是民情之谊、风俗之美、
自然之雅，让任何读者都可以通过这部小说
领略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风情、飘忽不定的
生活、以一当十的剽悍。这是一部 不仅哲学
沉思意味浓厚更是反思战争的佳作，既表明
战争没有胜利与失败者，有的只是流血与牺
牲，人民遭受生灵涂炭的残酷，向往和平与
美好，是这部作品的总基调。

庞天舒的作品没有以正义与非正义简单
定位地解读战争，而是直指战争的本身来展
开对战争的认知思考，这种思考是理性的。
而这种深刻的哲学沉思、对战争本质的探讨
以及理性评价，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3）以哲理散文著称的女作家格致，
作品风格独特，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
情感和对生活进行哲理反思。

格致，原名赵艳萍，1964 年生于吉林，
祖籍沈阳。作为散文家，格致的散文作品风
格软中有硬，柔中有刚，善于在日常生活中
揭示生命的脆弱与人生的无助，喜欢将自己
放在文章的“绝境”中抒写，这使得她的散
文集《从容起舞》获得了“骏马奖”。这不
仅是一部关于生存环境的散文集，更是一部
反映人类内心世界、探讨人性本质的佳作。
它让我们意识到，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求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保自己周遭的环境
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格致的散文集《从容起舞》曾获第九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书中深刻表达了
对生存环境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感。
这种怀疑和恐惧源自于对生命安全的基本需
求。她通过细腻的笔触，让读者感受到低层
次需求在现实中的迫切与无奈。但是，不局
限于对环境影响力的描写，还通过具体的人

的心灵视野。
《以爱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

通过心灵剖白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方法，将个
人情感融入社会现实之中，表达了对生命、
爱情、友情等主题的深刻理解。同时，创造
了一种独特的节奏和诗性美感。散文集《以
爱心以沉静》在当年曾创下畅销 10 万册的纪
录 ，可谓读者与评论界都认可的一本散文集。
这些作品围绕着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
和社会观察展开，展现了赵玫敏锐的观察力
和深刻的思考力并延续了赵玫一贯的散文风
格，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和心灵的深刻剖析。
同时，赵玫在本书中继续进行着文体实验与
创新，通过打破传统散文的叙述模式和使用
独特的语言节奏来营造散文的诗意和美感。
简言之，赵玫的作品将心灵剖白与抒情性、
文体实验与创新性、历史题材与女性视角辅
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成为其独树一帜
的文学风格，也确立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3）女子智灵性诗歌创建者、诗人王雪
莹，不仅其诗歌作品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
其创建的女子智灵性诗歌会，在诗歌界的影
响也很大。

王雪莹生于 1963 年，自幼热爱诗歌，她
的诗歌特点体现在不炫耀、不做作，表达自然、
率真，同时又超越现实，追求诗歌语言表达
的张力和深邃度。

王雪莹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获第
十届“骏马奖”。这部诗集通过细腻的情感
表达，展现了诗人对生命、爱情、自然以及
故乡的深刻感悟，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传
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诗集中频繁出现的“火焰花朵”的意象，既
是诗人主体人格的鲜明写照，也是整部诗集
意义空间和审美品格的核心因素。这个意象
的形成，既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也增
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王雪莹在创作中汲取了本民族的营养又
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在保持传统诗
歌韵味的同时，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部诗集获奖不仅是对
王雪莹个人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她所代
表的满族女性写作群体的一种认可。王雪莹
的诗歌作品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思路，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满族女性作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表现出
强烈的创新意识与高级审美追求。她们在继
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
和扩展题材领域，形成了多样化、多民族描
述的文学风格和主题深入探究的方式。这种
创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上，
还体现在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上。因
此，他们的作品在张力、魅力等方面都显得
与男性作家有很大的不同。 

通过对满族女性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可
以发现她们在创作中常常体现出对民族文化
和身份的深刻认同，也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民
族文化元素和历史记忆。这是因为她们普遍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更希望
通过文学创作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变迁，
传递正能量。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
术价值，还非常擅长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人
物内心世界，使读者产生共鸣。满族女性作
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往往从女性视角
出发，赋予历史以新的解读和诠释。她们的
作品不仅彰显了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吸
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文学风格，为新时代多民族文学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支撑性力量。

（赵晏彪，京味作家、社会活动家，《民
族文学》原副主编。赵伯仁，青年评论家，中
国现代文学馆馆员，国际写作中心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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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学的一道柔美风景
◎  赵晏彪（满族）    赵伯仁（满族）

满族，这一历史悠久的民族，往昔
以渔猎为生，其社会结构中，女性占据
着颇为尊崇的地位，彰显出满族传统中
独有的女性尊重观，不以男女之别轻忽
任何一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姑奶奶”
现象的出现，有着历史的缘由。在过去，
旗营中的男人不纳妾，满族男人是世袭
八旗兵制度，只知道效忠国家，朝廷有
令，随时战死沙场，故对家庭事务多
为放任不管，皆是妇女主事。及至满族
入关，八旗女子的选秀制度更是成为皇
室用以维系前朝政治平衡的精妙联姻策
略，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其婚姻归宿
对家族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而
催生了以“姑奶奶”为尊的独特风尚。

因此，在满族家庭中，未出阁的少
女其地位仅次于双亲，甚至高于已婚的
嫂嫂，她们宛如家中的璀璨明珠，享有
极高的声望与权力。这些少女不仅手握
话语之重权，能于家庭重大事务中发表
见解，更可在关键时刻主导家庭决策，
真正成为家中的掌舵之人。

这种习俗“影响”至今，满族的女
性作家不让须眉，所以书写满族作家以
女性作家为先，以示尊重传统，尊重女
性作家。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骏马奖”已
历经十三届43年，成为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它的评选不仅认可了少数民族作家的辛勤耕
耘，也鼓励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骏马奖”
推动了民族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与民族团结。其中，满族文学作为重要组成
部分，经历了从兴起到发展、从低谷到繁荣
的历程，展现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文学成就。

自从“骏马奖”设立后，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熠熠生辉，在文学创作的百花园里，争
奇斗艳，千姿百态。它的评选，是对少数民
族作家们辛勤耕耘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文化
背景不同的各民族作家的鼓励与鞭策。评奖
促进了作家纷纷拿出十八般武艺，让少数民
族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不仅得到读者、评论家
们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时间和历史的认可。
优秀文学作品宛如一朵朵盛开在文学花园中
的娇艳花朵，通过选拔、奖励、展示与推介，
得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绽放光彩。“骏马奖”
的设立是民族文学事业朝着高质量的方向蓬
勃发展的动力，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最
高荣誉，是民族文学的助推器。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
往交流交融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各民族的文
学作品如同一条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
了中国文学的浩瀚海洋。“骏马奖”的设立
和评选意义深远，它不仅是为了选拔和奖励
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更是为了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骏马奖”推动了民族文学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
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满族女性作家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她们的
性别，而在于她们的作品和文化背景紧密相
连，展现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情感表达。 满
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
还在其中融入了个人经历和对社会变迁的感
悟，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风格 。

满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反映出她们对传
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新。她们的作品不仅
继承了满族文化的精髓，还将其与汉族文化
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容纳多元
文化的文学表达。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