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以来，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的民族性

问题得到较多关注，研究者多从民族文化多样性、

语文课程定位等角度，提出加强高校民族预科语文

课程民族性的必要性，并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

亲近感、多元化思维方式、异文化认同观念、文化变

化发展观念，以及引入民族文学经典作品、灵活使

用多种教学途径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凉山高校彝汉双语

“一类模式”民族预科为例，联系高校民族预科教育

的地域性、民族特色以及语文教学实际，进一步探

讨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实现路径。目前凉山高校彝

汉双语“一类模式”语文课程设置包括阅读与写作、

普通话表达与交流。普通话表达与交流课程自不

必待言；阅读与写作的教材《语文》阅读篇目中除外

国文学作品外，绝大部分是汉族作家作品，少数民

族作家作品仅三篇，即老舍《我的母亲》、阿来《尘埃

落定》（节选）、吉狄马加《自画像》，其中只有吉狄马

加是彝族作家；写作课程及其相应的评价体系仅针

对汉语文及汉语文学写作规范，而不关注彝语文及

其规范下的民族语写作。这种课程设置更多体现

的是教育趋同性而淡化了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

显然不符合地方教育实际和民族预科学生的培养

目的。因此，研究如何在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

模式”民族预科语文课程中，增加民族文学经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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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民族语写作、融入民族文学史是弥补当前语文课

程民族性缺失的重要课题。

一、增加彝族文学经典：民间文学与当代彝文
作家文学

在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语

文阅读课程中增加彝族文学经典，要以彝族文学的

发展实际为基础。因为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

族文学历史悠久且成果丰硕，其中以神话、史诗、歌

谣、叙事长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为代表，这也是

古代彝族文学的主体，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到艺

术形式都较好地保存、体现了文学民族性。“五四运

动”以来的彝族文学卷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潮，

和其他汇入主流文学的多民族文学一起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作家文学中

汉语文的普遍使用。只有在四川凉山，因为《彝文

规范方案》（1980）的颁布实施、彝语文教育的普及、

彝文报刊相继创立，使凉山成为当代彝文文学的产

生地，当代彝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由彝族

文学发展历史可知，民间文学、现当代汉语作家文

学、当代彝文文学可以较好地体现彝族文学发展历

史及特质，都可以用来充实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

模式”语文课程。

（一）彝族民间文学经典：克智的独特艺术魅力

彝族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如神话、史诗、传说、

歌谣、民间故事、叙事诗等，作品繁富，不乏经典，如

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

式和彝族撒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精神，已经超

出了时空、民族与国别而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彝

族民间文学中独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体是克智①，

目前其他民族文学中尚未找到与之相同的文学样

式，而与民间生活紧密的、延续至今的联系，又赋予

它鲜活灵动的气质。在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彝族

民间都要演说克智，是彝族民间最热闹隆重的文化

活动。演说克智一般按寒暄、引题、赛说、嬉戏、溯

源、克嚷、自诩、尾声八个程序进行。主客双方一来

一往往复论辩，使之文本形式上既体系严密又各自

独立。彝族克智的知识性功能使其内容堪称包罗

民族生活万象的百科全书，论辩意味使主客双方的

辩手在表演过程中往往使用排比、比喻、设问等多

种修辞手法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娱乐性质则

使得赛词充满诙谐和幽默感，是兼具诗歌的节奏、

戏曲的韵味、论辩的热烈氛围。同时，由于彝族克

智源于民间，因而非常准确、鲜明地体现了彝族人

民在与外部恶劣环境斗争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团

结、勇敢的民族精神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个

体与民族共同发展的人文情怀，《父亲传给的硬胳

膊》就是颇具代表性的篇章。这种精神和情怀就像

演说克智时围坐的火塘，和那熟悉的、本民族特有

的艺术形式一起，让热爱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彝汉双

语“一类模式”预科青年学生心生温暖，民族文学与

文化也在这种温暖中薪火相传。

（二）当代彝文作家文学优秀作品：文学地域性、民

族性的凝结

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汉语作家文学是不同方言

区彝族文学所共有，但是当代彝文文学则是凉山彝

族文学的特色，在半个世纪中当代彝文文学各文体

都取得长足发展，并已沉淀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

品，如《火魂》《山魂》《温暖的火塘》《冬天的河流》等

等。“这些作品以质朴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生动描

绘彝族地区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真实记录彝族地

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真切表达彝民族独特的生

存智慧、思想情感、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和精神诉

求，理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

系，反映彝族人民的喜怒哀乐。”[1]29以彝文新诗代表

作家阿库乌雾为例，他在步入诗坛之初就把“创新”

和“探索”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但是他的创新是将

彝族诗歌传统艺术与其他民族艺术方法相结合的

基础上进行的；诗歌内容方面丰富多彩，其中故乡

情、母子情是他的诗歌永恒的主题，《日记》《擀披毡

的老人》《黄昏，我思念我母亲》等都可以作为代表。

可以说，当代彝文文学作品的最终旨归都是对

民族和家乡的热爱，是彝族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

凝结。由于语言形式的原因，目前当代彝文文学作

品难以直接进入《语文》教材，然而无论是语文课堂

教学，还是单独设立教学模块都是可行的，因此，并

不妨碍将其纳入语文课程，反而可以丰富语文课程

设置的内容和形式。

二、融入民族文学史：《当代彝文文学史》的作
用机制

虽然语文学习的载体主要是作家作品，但是文

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其源与流，因此，对具

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学习应置于文学史中进行。

预科阶段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是其课程定位不应

仅满足于补习，而应体现大学本位[2]，这样才能更好

地实现预本贯通，就语文课程设置来说，融入文学

史应是有效途径。而对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

民族预科来说，融入彝族文学史，尤其是彝文文学

史，则更具有增强语文课程民族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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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彝族共有以“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作

四部：李力等编著《彝族文学史》、左玉棠主编《彝族

文学史》、杨继中等合著的《楚雄文学简史》、阿牛木

支主编《当代彝文文学史》。其中两部《彝族文学

史》以历史时期为纵坐标，以文学体裁为横坐标，分

别呈现了彝族文学从原始社会时期至社会主义时

期（1986）、远古文学至当代文学（2000）的文学发展

历程，涵盖了六个方言区、彝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形

式、口传文学与作家文学两种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彝

族文学。《当代彝文文学史》以当代彝文作家文学发

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

系出发，强调彝文文学“具备彝族文学最重要、最鲜

明的标志——彝语文”[1]3-4。如果说上述两部《彝族

文学史》是对彝族文学史全面、系统的呈现，那么

《当代彝文文学史》则凸显了对文学民族性的坚守，

因此，这部文学史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这种民

族性和地域性对实现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

式”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性更具针对性。

（一）通过学习《当代彝文文学史》领会民族文学艺

术特质与文化特征，学习对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

批判继承精神

《当代彝文文学史》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文

学现象时，努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彝族文学的艺

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如民间故事的讲述风格、

克智的形式和艺术手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遭

遇的思考和新的民族精神建构尝试，等等。凸显民

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并非固守文学传统和

文化传统，而是在对文学传统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完

成的，《当代彝文文学史》叙述当代彝文诗歌时就指

出，由传统克智到当代彝文旧体诗再到彝文新诗的

发展过程，也正是当代彝文诗人对彝族诗歌传统、

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发展的过程，保持活力的同

时也充分保持着彝族文学的文学民族性。对当代

彝文其他文体的叙述同样是以这种文学史视野进

行的。

《当代彝文文学史》将给青年学生们带来两个

方面的启示：一方面，世界文化的背景不是让多民

族的文化特质趋于统一，而是让它们更加彰显。深

入发掘、阐释、发扬彝文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

化特征，可以明确彝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中的价值，从而让中国和世界更好地了解彝文文学

和彝族文化。另一方面，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

共同点，即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

批判继承。对于个体来讲是如此，对于国家、民族

的发展来讲也是这样，无论是文学传统还是文化传

统，想要保持活力与发展，批评继承的精神都是必

不可少的，而这种批判继承是以对文学传统和文化

传统的深入学习、深刻了解为基础的。通过学习

《当代彝文文学史》可以引导青年彝族学生深入领

会本民族文学的艺术特质与民族文化特征，学习对

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精神，站在全球化

的高度理智对待民族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在此基

础上实现批判、继承、创新。

（二）通过学习《当代彝文文学史》开阔文学视野，在

立足民族性的基础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学、文化精华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彝族文学不再是封闭的独

立存在，而是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多元互动的一部

分，那么如何面对外来文化思想、文艺思潮和艺术

形式呢？《当代彝文文学》将当代彝文文学置于中国

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在评价作家

作品和文学现象时一方面强调文学传统和文学民

族性，一方面强调吸收外来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段，

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借鉴外来

文学样式和艺术手段来表现本民族人们的生活、情

感、愿望。《当代彝文文学史》不仅指出彝文诗歌、小

说等与彝族文学传统联系较为紧密的文体对外来

创作手法和艺术手段的借鉴，而在对彝文散文、彝

文影视文学、文学翻译等新兴文学样式发展史的描

述中，同样可以看到立足民族性基础上将外来文学

民族化的主张。如用影视文学这种完全是“舶来

品”的艺术形式，“真实呈现当代彝族乡村的变迁，

反映当代彝族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热情讴

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乐于奉献的进取精

神”[1]172，在保持其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的同时“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1]185。

这种开放的、包容的文学视野教育，对于高校

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来说是很有启发意

义的。互联网络的普及给他们提供了站在时代前

端的快捷通道，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想观念体系让他

们具有很大可塑性，先进知识文化和青年的敏感热

情又让他们富有创造力，在如何面对外来文学和文

化影响这一问题上，立足民族性基础的民族化是很

好的导向：无论是外来文化思想、文艺思潮，或艺

术形式、艺术手段，如果可以很好地实现民族化，

那么就可以成为民族文学花园里的花朵，从而让彝

文文学、彝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汇流的同时，自

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就文学来说是这样，就文化

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可以明确并且实践这一点，那

么就可以为彝文文学和彝族文化开拓更广阔的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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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语写作：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对如何体现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

性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很少涉及民族语写作。

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民族语作为与民族文

化和生活记忆联系最为紧密的语言，不仅在传递民

族精神与情感方面独具优势，也使文学创作更具活

力和创造力；由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的

紧密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与该民族的语言

发展史总是互为表里。所以提倡民族语写作是发

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彝语、彝文

文学以及这二者所承载的彝族文化的传承困境日

益严峻。彝族汉语作家文学逐渐成为民族文学的

主流，即使是作为生活语言，彝语也存在挑战，比如

古代文学曾经繁荣兴盛的贵州等地现在讲彝语的

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四川凉山是目前国内彝语传

承较好，并且唯一使用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地区。

即便如此，凉山彝语和彝文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依然

不容乐观。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

生主要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彝族聚居区，

在中小学接受了彝汉双语教育，熟练掌握彝语，对

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充满热情，并且是族群中文化

水平较高的群体，因此，关于彝语文、彝文文学和彝

文文化的传承情况在他们之中较有代表性。在对

2019级538名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

生调查显示：课外写作（包括网络平台）使用彝语文

的不足10%，其余都选择使用汉语文。

彝族学生在民族语言上的创作优势，与高校的

良好环境、教育背景的结合，曾对彝文文学的发展

蓬勃产生过巨大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

南民族大学彝文专业的大学生，通过《凉山文学》

《凉山日报》彝文版，刊发了大量彝文新诗，为彝文

新诗的成长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凉山高校

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对民族语写作

是充满热情的，其中少数学生坚持彝文文学创作，

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刊物《文化

苑》中彝文作品的作者主要就是这些学生，只是无

论是热情还是创作目前都是自发的，亟须组织与指

导以促成其成长壮大，充分发挥传承民族语言、文

学与文化的力量。

上文仅是对实现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初步思

考。目前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教育

不仅处在四川高校民族预科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处

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语文课程设置如何服务于培

养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民族文化自信的

合格预科学生的教育目的，如何实现传承发展多民

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最终让多民族文学

和祖国文学一起涌入世界文学的大河，实现文学和

文化的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大课题。

注释：

① 本段关于克智的介绍主要参考阿牛木支、吉则利布《论彝族克智的演述程式及传承保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3年第3期，5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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