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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要始终坚持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金平文学丛书》总序

牛兴发

金平县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营造了一个色

彩斑斓的民族风情园，36万各族兄弟祖祖辈辈以大山为伴，创造

了大山一样纯朴的多民族风俗文化。保存完整的苗族祭祖、瑶族

传统婚俗、傣族男人节、哈尼族“昂玛窝”、彝族“阿卑节”等

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蕴涵着厚实的民族文化信息。五彩缤纷的

各民族妇女服饰是金平县最亮丽的风景，这里的风土民情令人心

醉神迷，这里的山水培育了厚重的文学艺术风格。

20世纪50年代，老一代军旅作家白桦、彭荆风、陈见尧、

赵季康、公浦、陈柱国等，他们在金平创作了《遥远的金竹

寨》、《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两个巡逻

兵》、《苦聪人的春天》、《紫纱巾》、《鹿衔草》等脍炙人口

的文学作品，为金平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文革”时期，

金平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巨大的伤痛，那段特殊的年代，极

“左”思潮给金平文学留下了令人心痛的空白；濒临死亡边沿的

金平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复苏，但热闹了一阵

子的金平文学，在创作上终究没有形成大气势，没有打造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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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品力作。

回顾历史，金平文学的创作现状不容乐观。县文联的工作

目标，不仅仅只是为了写几篇文章和发表几篇文章，更主要的是

进一步提升我县文学作者的创作水平，拓展今后金平文学创作的

道路，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作品。就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个人对金平文学创作的

一点感受。

一、文学创作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仰望苍茫神奇的哀牢山，它的深邃和神秘会引起我们复杂

的联想和丰富的情感活动。可以说，情感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都不

是为了达到对象本身，而是在表象中展开。凡是我们的眼睛所能

看见的形体，无论它多么琐碎，都可以让想象把我们移到它里面

去分离它的生命。其实，外物对于我们来说，不论什么时候都是

外在的，但在我们的情感活动中，外物只提供了一个表象，由主

体把它同化成浑然一体的情感，这就是物我的交互感应。

作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不为道德说教、

条文框框和各种非艺术动机所阻碍，这是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

在人生体验和感受的世界里，作者在感受不足体验不深的时候就

求诸观念，或者为了某个观念而仅仅利用文学的外在形式——诗

词、小说或其他文体进行情感表现，便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和模

式化。因为，文学是人类情感的非概念的表现，而情感是文学最

本质的东西。深层的情感所关涉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人对他自身

的生存状况、伦理目标、人生真谛和未来憧憬等的深度体验，它

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和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和种族心理的

积淀。因此，在我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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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尤其重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

的文学创作活动指明了方向，它是文学创作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概括了文学创作中继承

和发展的关系。我县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文化，为我们的文学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因此，我们只有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从多

彩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我们的文学作品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

所接受，才会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二、深入生活，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关键

套用一句名言，那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

的。作家，一旦被一些狭隘的功利气氛所包围，这就阻碍了他作

为文学家以博大的胸怀和人性的普遍心情去体验和感受自身生活

的世界。文学不是追求发现真理的，它和人类观念世界里的普遍

规律——真理相距一段距离；但是，文学是用各种表象符号综合

人类的情感体验，把情感凝聚成具有一定形式的创造物，它是超

越具体历史时空的；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深入生活，以防止自己的

体验成为联系到因果概念的东西，避免用概念去处理自己对人生

的体验，让最具体的体验成为最生动的东西。只有把平时纷扰于

心的各种复杂的功利关系排除在外，让心灵从自我障碍的封闭状

态中恢复它的真诚，才是最纯粹贴切艺术的体验。作为被某种形

式凝聚起来的人类情感，它已经超越了认知领域的那种或真或假

的界线，成为可供永恒观照的创造品。

深入生活，我们的心灵和现实生活才会是一致的。世界有

多大，心灵就有多大；宇宙是宏观的心灵，心灵是微观的宇宙。

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产物，它是我们深入生活之后

联系到对象的发现，是主体的创造。作者的心灵同现实生活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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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致性，并不是对现实物表象的积累而作为前提成立的，而是

精神世界的集体无意识的非自觉性。

一个作品的成败，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自我发现

的能力。作者如果只注意整理外界的事像、感觉，并努力描摹出

它们的实际情况，那么，作品往往显得缺乏文学性。

文学作品的意味存在于文学符号之中，而文学符号本身就

体示着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二者不可或缺。文学中的真，

指的是作者自身与现实生活的无隔阂状态；艺术最不可容忍的就

是作者的情伪，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无论你按照多么高明的艺

术形式要素配料加工，都不可能看出作者独特的感受，这样制造

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伪劣产品，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喜

欢这样的产品的。因此，我个人认为，作者只有真正从现实生活

和传统优秀文化中找到了审美的视角和方位，他的作品才担负起

文学的使命。良知是善，诗意是美，薄情只会产生冷漠，冷漠就

会产生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只能产生浅薄的文本。作为作家或

作者，爱人爱物是性之所至，自然而然，不得不然，并非有意为

之。

三、文学创作要与时代同步

我们的时代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创

造了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为

文学作者搭起了一展身手的平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应用什么

样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在当代文学创作

中，强调文学作品表现感知的包容性，同时强调安排构成价值基

础的过程是时代的要求。对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人类的意

识为自己提供了第一性的而不是唯一的素材，因为，新技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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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不仅为世界填入了更多的“事物”，而且使过去时代较

为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转化为现代工业的开放性，所以，关心现

实、表现时代、张扬真善美、揭露假恶丑就成了文学不可推卸的

责任。

面对时代，我认为，真正的判断并不是强加于感觉积累之

下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具有欣赏能力的心灵中，感觉并不是随意

堆积起来的东西，而是自身形成的一个结构，它是感觉的发展。

我们的文学不仅仅是发泄感情的产物，而且应该是具有时代情怀

的大风之歌，因为，一位意识到自己在传统中超越传统的作者，

应该关心的是某种处于他个人情感之外的事物，作者的发展是不

断地牺牲个人，不断地磨灭个性，实际上，文学的创作过程就好

像把一撮白金的粉末投入盛有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器皿时产生化学

反应的过程，所以说，作者的心灵仅仅是导致激情和感觉产生有

意义的化合作用的催化剂，作者愈是完美，在他身上感到苦恼与

心灵之间的分离就愈彻底，他的作品才能与时代情感同步。

用艺术形式来表现情感的唯一途径是发现一种“客观的相

关物”。因此，它要求作者用间接的形式来表现情绪过程，作者

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感触，还要通过适当的对象、情景、事物充

分地、细腻地将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来。我们的创作应将注意力从

再现外在世界转到反映意识结构，作者的任务是记录脑海被动地

接受的印象，我们无须去改动或调节这些印象，这样，我们才能

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时代的角色思想活动的内容和经验主体的内

在的、精神的生活中去。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学创作的过程

就是作者与读者相互之间心灵沟通的过程。我们的文学，应该是

时代文化的先锋。



金平文学丛书  ★ 第二辑
JINPING WENXUE CONGSHU

006

四、金平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金平的文学创作，在众多文学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

些成绩。

《金平文学丛书》的几位作者，以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

法，折中了自然主义的“真”、唯美主义的“美”、理想主义的

“善”，透过历史，冷静地直面人生和谛视现实，他们的这些具

有选择性的修辞行为，为今后金平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存的语境；

他们以复调的视角将单一的心理描写纳入具体实在的世俗生活

中，有意识地使内视角的心像描写与外视角的物象描写有机地结

合起来，由简单的传统限知视角向复杂的内视角与外视角相融

合，在知与不知之间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他们的创作吸收了多

种文学文本的创作方法，以非常态的、复调式的叙事视角，激活

出多言之意，打破了常规的艺术处理。他们的作品从几方面为金

平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一是把文学创作与金平的自然风

光、多民族的风俗文化联系起来，应用新的创作方法，书写金平

各族人民在伟大变革中的人性之美；二是充分发挥金平多民族文

化资源的优势，进一步挖掘和汲取金平民族文化的精髓；三是深

入生活、了解社会变革中我县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的现实生活，写

出了真正具有时代情感的精品力作。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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