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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春意更浓，望着沉甸甸

的《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油然生出一

种敬意。

作为一个对故土充满热爱、对家乡

充满关切的评论家，多年来，普布昌居

兼具学者素养和文人情怀，不逐新求

异，不高声喧哗，潜行于文学批评的大

道上，温和谦逊、朴素低调、包容大气、

沉稳智慧，在知识视野中聚焦文学批

评，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予以再

造，取得了不凡成绩。

《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是本富有

时间节点、地域特色的评论集，30 篇文

章集结起来，几乎涵盖了新世纪以来西

藏文学创作的全部。无论是功名卓著

的作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无

论是获得大奖的老作家还是稳健扎实

的中年创作者，无论是历史题材的作品

还是现实题材的勾勒，无论是日常生活

中的世俗描绘还是文学风貌的整体气

质，作者始终把目光放在每一位和时代

同呼吸、共命运的西藏作家与作品上，

将着眼点放在西藏文学的发展变化长

河中，自觉探索他们的地域色彩、创作

风格和发展动向，尤其是女性作家群体

的写作轨迹；全景式描绘了一幅新世纪

以来西藏文学从点滴到江河、从平原到

高原的立体画卷，为读者架起一座作家

作品与阅读融会贯通的精神桥梁。

纵观全书，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

感进行着敏锐的智性思考，不仅是一份

合格的时代答卷、倾情奉献的贺礼，还

为西藏这片不平凡的文学高地确立了

独特的地理标识、不凡的审美意蕴和人

文标识，更从地域视角、参与前沿话题、

批评文体、实践方式、积极创新等方面

展开探索，拓展了西藏文学评论与创作

互动发展的前景；不仅吟唱出社会发展

进程中西藏人民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

还体现了新世纪以来边疆文学勇往直

前的文化自信，更呼应了江山壮丽、人

民豪迈的时代精神。

一、自觉的担当意识，包
容并蓄的大文学史观

作为民族地区的文艺评论家，普布

昌居以行动践行着担当和责任。她截

取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间段——新世

纪，通过大量的现场采访、跟踪调查，挖

掘出一手素材，捕捉到本土作家作品的

独特风格，探寻其创作的发展变化，寻

找其创作的精神源泉；并通过梳理对

比、研究分析，对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

的发展脉络进行全方位解读，还原了一

幅鲜活生动的文学图景，用自己的方式

勾画来自边陲一线的文学愿景，彰显出

一个民族评论家的精神品质。

优秀的批评家要有超越自我、超越

本土的创新意识，有慧眼识珠的学识、

火眼金睛的胆识，要立足作家与作品，

发现其价值与问题。普布昌居的批评，

植根学术研究，拥有个体理论意识，不

但能就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的议题提

出原理性阐发，还能将理论批评与文学

现场对接起来，凸显了专业学术研究的

现实关怀与实践能力，增强了文学批评

的历史视野与理论素养。她对待具体

研究对象，既是概括的又是个体的，既

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对作家作品进行

持续关注、提出独到见解的同时，又能

够从当下创作的问题出发，梳理出新世

纪以来西藏文学的发展脉络，指引出突

破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文学观念、

批评意识上均有自觉反思与突破能力，

不断深入时代精神内核的构造中。

《西藏当代文学50年的发展历程》和

《新世纪西藏文学的发展状况》两篇长文，

从历史视野出发，把作家作品放在古今中

外文学传统的总体框架尤其是类型文学

的坐标系中来考量，系统地梳理了西藏现

当代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提炼出新世纪以

来西藏作家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特点；

以与时俱进的大文学史观，以中国社会

不断进步的广阔现实为依据，将新世纪

以来西藏文学发展的各个节点作了全面

阐述，总结了作家整体的精神风貌以及

他们的智慧创造，并指出当前存在的一

些问题，读之令人毛塞顿开、感慨万千。

二、强烈的时代特征，温
和谦逊的批评力量

新世纪以来，在新的时代风貌下，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批藏族作家在鲜

明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下，用文学方式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崭新

变化，向外界传达着西藏的独特魅力，彰

显出别具一格的民族声音，在艺术形式

和表现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和创新。

《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侧重于新

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发展历程及取得的辉煌成就，把目光集

中在作家的核心气韵上、作品的特点创

新上。特别是对民族文学创作意识及

思想脉络进行浓墨重彩的再现，呈现了

时代性、现实性之于作家艺术创造的孵

化作用。如对白玛玉珍、萱歌、白玛央

金、格央、张苹等女作家的作品推介中，

通过独特、生动、精彩的点评，从文学创

作形态出发，挖掘出时代特性与复杂性

给予她们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提炼出

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感受的浓浓暖意和

奋发图强，呈现了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

西藏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担当，突出了

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积极参与。这

种以理想性的精神追求去关注现实的

方式，起到了一种鸣锣开道的作用。

生活中的普布昌居温和谦虚、和蔼

可亲，文学批评中的她冷静客观、全面

独到，思路清晰、一语中的。《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的一点思考》一文在充分占有

材料的基础上，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性

别、不同领域的作家作品进行详尽分析

后，对特定时间段边疆文学的现状进行

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好处说好、坏处

说坏，温和中的锐利、谦逊中的批评，具

有积极的、高效的、有益的作用。

在对个体作家的研究中，普布昌居

多次聚焦次仁罗布这位优秀的藏族作家，

不仅跟踪具体作品中叙事手法的变化，还

探索他在题材选择、社会现实、精神困境

中的丰富性，探讨其创作过程中的进步与

回退、创新与突破，如《困境与救赎——次

仁罗布小说〈界〉的精神向度》一文。这种

有效介入，使得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关

系，由高高在上的思想启蒙转换为平等的

精神交流、深入的探讨，使得本土作家作

品在智性层面得到深度阐释；评价体系既

有内在规律可循，又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文学批评更具活力、更多的文采意趣，极

大地拓展了批评空间，为西藏文学整体观

念和创作发展提出了方法论。

三、扎根生活的态
度，立足文本的调查研究

《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不仅

从历史视角和文化出发，透视新

世纪以来西藏文学的发展变化，

还以深切的现实关怀，深入探查

每一个丰富的灵魂，展现他们在

创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仅以

有效路径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

文学话语，为自己的创作助力，还从大

的层面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之音，

强调责任使命，努力探索文学实践活动

共存共依的命运，描画了西藏文学创作

的美好图景。

批评的挑战，不在于如何将作家作

品放入文学史框架或文学传统中予以

褒奖，而是彰显其独特美学品质与价

值。在“对话”小辑中，普布昌居罗列了

和陈人杰、张苹、刘萱、茂戈、格央、平措

扎西等诗人、作家的访谈，对其个人生

活与创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本土

作家群在语言、文体、抒情性等理论层

面的自觉意识，以及随着时代的沧桑巨

变、自身生活阅历的日积月累，对民族

文化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展现了个体的

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自觉。

普布昌居的评论，少了学院批评的

滞重，多了平和的力量；突破了“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的艺术格局，坚持以鼓励

与引导为主的批评方式。她明白好的

文学批评往往能激起读者阅读的渴望

和思考的风暴，深谙阅读惯性的冲击

力，所以立足文本进行调查研究，以读

者的身份和态度，引导参与体验、期待

审美交锋，感受作家作品的独到之处。

多 年 来 ，普 布 昌 居 在 教 学 工 作 之

余，立足时代、立足民族、立足本土、服

务人民，以自信独立的态度努力践行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精神内核，在多元文化资源中，探索着

民族文学新的审美风范。随着新媒体

时代文学传播路径的转型和拓展，她和

作家诗人一起，开设了《雪域萱歌》公众

平台，鼓励各行各业文学爱好者积极参

与，让文学活动不只高高在上，还成为

群众喜闻乐见、实用适用的一种手段；

组织各地各界人士倾情朗诵、简短点

评，让文学批评不仅为名家名作服务，

也成为普通人分享文学生活的一种方

式。这种介入现实的开放方式，不仅使

作家的作品获得多重解读，还起到了

“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催化剂作用。

相信普布昌居在以后的文学评论

道路上，继续笔耕不辍，孜孜以求，为

时代而歌，为文学而鼓，感应着中国社

会发展跳动的脉搏，创作出更加优秀

的作品。

蔚蓝的天空

一片片

触手可及的云

清清的河水

一群群野鸭

在拉萨河自由嬉戏

走在夜晚的拉萨

风穿透衣领 凉得发抖

身旁的藏式建筑里

和一张张高原红擦肩

不远处的布达拉宫

在夜幕中愈加神圣庄严

拉萨

一个让无数人

激动了半辈子的地方

明知高寒缺氧 却又

心心念想

没来的人 想来

来了的 不想走

走了的 还想来的地方

或许

这就是拉萨的魅力

也或许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藏有一份 期望

虔诚和圆满

这份灵性足可以

感动自己不远万里

踏上雪域 来

探寻高原的神秘

冬去春来，岁月穿梭。转眼间西藏人

民出版社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回顾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西藏人民出

版社伴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步伐，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几代西藏出版人以

对党的出版事业的忠诚和执着，以几十年

如一日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担当，用心血和

智慧精心打造一批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书，筑起一层层书的阶梯。

我与出版职业结缘是在 1997 年，当时

经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安排，任西藏人民出

版社副总编辑。我是半路出家，对出版工

作完全外行，一切从零开始学习，感觉压

力挺大、举步维艰，曾一度彷徨、困惑、迷

茫过。但全社职工的团结作风、老同志的

模范表率、年轻同志的蓬勃朝气，时时刻

刻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在班子集体的充

分信任下，在一些老同志的真诚帮助和热

心指点下，经过长期的发奋努力、艰苦探

索，我从生疏、摸不清头绪到慢慢熟悉，痴

迷其中，成为我热爱敬仰的职业。

在 那 些 平 凡 的 岁 月 里 ，每 每 看 到 书

店、图书馆、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寺庙

书屋、社区书屋、家庭书柜，陈列着一排排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每每听到中

小学生在教室里、校园里、自家书桌前，捧

着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课本娓娓朗读，

心里感到万分欣慰、无比自豪。

这些书在触摸和感知文明成果、陶冶

人的情操、历练人的性情、厚实人的底蕴、

纯粹人的精神、完美人的品德、净化人的

灵魂、丰富知识结构、撑起优雅骨气方面，

发挥着巨大作用。所有这些，恰恰是出版

人工作价值的体现、工作动力的源泉、职

业生命的维系。

我 在 这 个 岗 位 上 潜 心 钻 研 、默 默 耕

耘、倾注心血，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

年里，我深深融入这个集体，与同事朝夕

相处、日夜奋战、风雨同舟，共同

为 出 版 事 业 贡 献 智 慧 和 力 量 。

其间，成功和收获叠出，失败和

挫折交织，激情和坚守相撞。有

喜悦、幸福、满意，也有忧愁、颓

废、缺憾，但更多的是出版事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版队伍得到

了铮铮锻炼。

我为自己曾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的一

员感到无比荣幸。这二十年的经历是我

今生弥足珍贵的财富，是我职业生涯中华

丽的篇章，是我抹不掉、割不断、忘不了的

美好记忆。

时光流逝，岁月不言。一晃，自己退休

四年有余，很快就要步入古稀之年，但还是

断不了与书的缘分。只要有时间，就看一

些自己喜欢的书，特别是在职时想看但没

有时间看的书。有时眼睛不给力，我就听

书，有别样韵味，慢慢品味，汲取营养，感悟

人生，享受灵魂深处的愉悦。看书听书已

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带着孙子孙女

逛书店，看到一本本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心里顿生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和

满足之感。

真诚希望西藏人民出版社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再度出发，取得更多辉煌成就！

启航新征程
旦杰 我要面带笑容

拥抱生活

拥抱所有的执念

让这颗活着的心肆意奔跑

在太阳底下

跟星空索要故事

跟夜晚讨论美德

跟落叶赌下幸福

雇一阵风

给山脊送上祝福

我要面带笑容

拥抱生活

拥抱所有的不可见

让这颗活着的心懂得赞美

在太阳底下

跟男人聊聊人生

跟女人学点哲学

叫上一帮孩子

给云彩绣个徽章

我要面带笑容

拥抱生活

拥抱所有的孤独

让这颗活着的心敞开

在太阳底下

跟历史求取笔墨

跟艺术要点技巧

跟洞穴借根火把

学一门语言

召集所有的壁画

取一碗冬日的河水

天空泛白

趁太阳还未瘫软在地表

取一碗冬日的河水

给秋天的落叶安个家

作为跨年的礼物

不给扑面而来的寒冷可乘之机

取一碗冬日的河水

赶在跑累的河水睡觉前

我要珍藏一份灵动的记忆

自觉担当的书写 温和谦逊的力量
——普布昌居文学评论集《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浅析

高丽君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二十二）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二十三）

在太阳底下（外一首）

洛桑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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