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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
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
、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
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
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
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
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
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
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
璨的回族文化。
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
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
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
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
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
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
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
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
续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
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
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
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
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
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
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
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
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
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
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
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
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
。
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
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
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
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
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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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
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
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
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
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
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
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
道的文化交汇。
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
。
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
，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
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
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
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
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
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
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
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
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
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
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
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
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
示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
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
、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
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
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
性化之趋势。
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
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
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
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
表象图景。
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
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
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
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
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
”（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
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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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
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
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
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
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
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
，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
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
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
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
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
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
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
获得的。
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
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
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
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
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
”（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
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
。
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
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
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
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
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
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
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
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
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
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
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
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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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瑞芳所著的《故乡的柳丝》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
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故乡的柳丝》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
，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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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瑞芳回族，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荣誉委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曾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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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感受四季》；散文集《煎饼花儿》《学海见闻录》《假如我很有钱》《野狐禅》《女人和嫉妒
》《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等。
曾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纪实散文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散文一等奖、全国女性文学创作
奖、全国女性文学理论创新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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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煎饼花儿　　每当读到蒲松龄的《煎饼赋》：“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
之翎。
”我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煎饼，是鲁中人民的日常食物。
煎饼，引起我对童年——20世纪50年代的遐想。
　　鸟儿啁啾，天光方曙，哥哥姐姐就围在厨房门口，像檐间叽叽喳喳的小雀，嗷嗷待哺：　　“娘
摊新煎饼哕！
”　　“我要个黄斓的！
”　　“我要个软和的！
”　　我不伸手。
煎饼？
摊得再好吧，能比得上对门油饼铺的酥油饼好？
假如我坚持“绝食”，没准儿娘掏两百块钱（旧人民币）给我买一片很窄很窄的油饼。
上小学的几员“大将”中，我最小，常受点儿特殊照顾。
如果我的“绝食”换来的却是“死科子”的训斥，那说明娘连买青菜的钱也没有了。
我只好去吃高粱煎饼。
菜呢？
自腌青萝卜。
刚断奶的小妹一见煎饼就咧嘴号啕，被特许吃细粮。
大家常向她翻以白眼，统购统销之初，细粮的比例是相当小的。
　　使我十分恼火的是，三哥创作了一幅漫画打趣我。
他画了一个极丑的小妞儿，张着豁牙的嘴啃油饼。
还图文并茂，旁白日：“这饼真香！
”　　家门口小商贩的奚落，更令我尴尬。
　　“咸渍渍，又酥又香的油饼哩，买块带着上学去吧，小姑姑？
”卖油饼的汉子说。
　　“买俩热包子上学吧，小姑姑？
羊肉煎包，一咬一包油！
”那花白胡子又招呼道。
　　这些比我大几十岁的人一本正经地叫我“姑姑”，颇令我悻悻然。
“拄拐棍的孙子，穿开裆裤的爷爷”，转弯抹角净亲戚，本是回族人的特点，不足为奇，只是那花白
胡子尤使我反感。
从我记事，他就蹲在我家门口卖油煎包了，可直至我到省城上中学，我仍无从知晓，他那煎包究竟是
不是“一咬一包油”！
　　对煎饼，我倒是也有好的回忆。
当母亲的煎饼囤儿露了底时，她就把那些七大八小、零零碎碎的煎饼花儿，用油盐葱花炒得松软可口
，大家吃起来，风卷残云，流星赶月，“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精光！
”那副形象，真是登不得大雅之堂。
　　哥哥姐姐却对煎饼深恶而痛绝。
煎饼之制，“溲含米豆，磨如胶饧”，推磨的角色是他们。
头晕目眩也罢了，还常因此上学迟到。
那位严厉得全县闻名的中学校长，在大会上怒斥不守纪律者，就把他们三人“金榜题名”：　　“某
某，他的妹妹某某，他的弟弟某某，要特、特、特别地注意！
”　　因为学了语法，哥哥姐姐知道这“特、特、特别”表达的是十分严重的语气，自不能等闲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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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校长又每晨亲自把守校门盘查呢！
从此，他们鸡呜即起，天亮时已推完磨，背上书包走了。
　　油饼铺的汉子来劝母亲了：“过得这么艰窘，还上什么学？
叫姑姑们下学吧！
”　　“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们上学！
”　　母亲的“声明”颇有点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味儿。
至于上学是为学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老师们教的，少先队学的，是中学校长“特、特、特别
”指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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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故乡的柳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
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
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
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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