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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部到新疆 
— 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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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论文重新检视“西部文学”的历史脉络，以及命名的

意义与局限。“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正面的意义，对中

国西部文学版块的形成和研究，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也大

大的提高了新疆文学的能见度。不论得自电影灵感的西部文

学概念，或者来自中原中心的西部观点，袭用已久的西部文

学阶段性任务应已完成，这个带着总体化效果的名称，应该

让位给更具有主导性、更细致，而且能够突题地域特质的区

域文学。新疆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书写，在人文地理学的

思考路径下，开展出独立于西部文学之外的风格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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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疆汉语文学在 1980 年代中期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的视野,真正进入文学史的论述范畴,已经到了 1990年代1
。

新疆文学是西部文学的一部份，收摄在西部文学的版图里，

并不是以独立的姿态被看见。“西部文学”的版图涵盖新疆、

西藏、青海、甘肃和宁夏，更广泛的西部概念甚至延伸到陕

西，乃至于湘西2
。在西部文学这面大旗底下，西部文学以“边

疆”的姿态获得中原关注的眼光。 

  以文化的独特性而言，新疆和西藏一样地处偏远，但两

者的文化累积完全不同。新疆乃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异

族文化交流与经贸信息汇通的重要渠道，它既开阔又开放，

朝着多元文化的发展轨迹，文化累积是横向的。西藏在地理

上是封闭的，但是西藏文化以佛教密宗金刚乘的宗教思维体

系，融合了以泛灵思想为中心的本土原始苯教，成为独树一

帜的藏传佛教，宗教是西藏人的生活道德规范，同时也形塑

了西藏的文化结构，成为西藏文学的特色。佛苯合一的宗教

文化思维，跟拉美魔幻写实主义一拍即合，在寻根浪潮中跃

升为 1980年代的重要文学地景，建构出辨识度很高的西藏图

象。 

  相形之下，新疆汉语文学的声势相对弱。无神秘感、无

                                                 
1 新疆汉语文学以下简称新疆文学。 
2 把湘西纳入讨论西部文学范畴的是范培松，详细的讨论见范培松，《中国

散文史（下）》，南京：江苏教育，2008，页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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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性的伊斯兰教跟魔幻写实主义搭不上边。在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史论述的范畴内，新疆的发声机会很少，在各版本的

文学史专著所占的版图非常有限，原因有三：其一，新疆地

区汉语创作人口不及其他省份，少数民族的创作又有语言上

的障碍，很难获得全国性的关注；其二，新疆地处偏僻，在信

息流通较缓慢的年代，无论是五四运动、朦胧诗和先锋文学

的崛起，它都来不及响应或参与，因此错过了浪潮；其三，应

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新疆作家群尚未找到独特的发声姿

态，未能建构出西藏汉语文学般的特殊形象。 

  这个现象的转变从“新边塞诗”（1983）开始。以杨牧

（1944-）、周涛（1946-）、章德益（1946-）等三人为代表的

“新边塞诗”，乃是新疆汉语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不过，“新

边塞诗”高举的旗号仍然是“西部”诗歌
3。1990年代初，诗

人周涛（1946-）在散文里刻划的伊犁土地形象，受到相当大

的讨论。刘亮程（1962-）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1998，初

版约十六万字）面世，掀起第二个浪潮，而且是全国瞩目的

大浪潮。刘亮程扛起了振兴新疆文学的大旗，《一个人的村庄》

获得冯牧文学奖，又被誉为“乡土哲学的神话”，新疆文学界

顿时陷入“散文热”。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催生了一群地域

风格强烈的散文家和独特的散文，《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晚

                                                 
3 虽然评论家们都喜欢为新边塞诗冠上拓荒、辽阔、粗犷、雄伟等精神层

面的溢美之词，谈论它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但是这些评论的论述根据

都失之空泛，新疆的文化意涵和形神，并没有获得突出的创造，多半处于

风景描绘的表层述叙。这期间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乏善可陈，以新边塞诗为

主打的第一个浪潮只算略有小成，西部小说也只是题材上的表层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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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新疆经济报》先后增辟了散文专栏，散文刊物增加，许

多旧散文重新出版，沈苇（1965-）等诗人的散文创作也备受

关注，散文创作的阵容急速膨胀。新疆的风土人情、民俗文

化、土地经验吸引予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同时也带动旅游业，

可说引爆了“西部文化热”，新疆学界称之为“散文的盛宴”。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疆文学在诗、散文、小说累积了丰

厚的成果，祝谦编九大册《新疆文学作品大系》（2009）估计

七百二十万字，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此外，刘亮程编的《家住

新疆系列·散文》十卷，新疆作家协会所编的各种套书，以及

可观的论述成果
4
。2011年，新疆启动“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

民汉互译作品工程”，选定不同的文学类型和不同民族的作品

互译，首批作品五十本已于 2012年出版
5。因此，我们有必要

重新检视“西部文学”这个已经沿用二十年的概念在命名上

的意义与局限。在论述策略上，如果新疆作为独立研究的个

案成立，表示西部文学是无效（ineffective）的表述，那么，

西部文学便可以真正走入文学“史”；现有的、对西部文学板

块的歧义／争议，可以一并划下休止符。 

 

 

 

                                                 
4 详见本文参考书目。 
5 孙亭文，〈新疆首批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工程作品出版〉，《中国新闻

网》2012/05/05，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5-05/3867197.html，
截取于 201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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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概念的生成与建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西部文学”的诞生，乃是“无心

插柳”和“有心经营”的结果。 

  先从“无心插柳”说起。“西部文学”的概念最早乃是从

美国西部片得到触发，原本跟文学无关。1984 年，中国影评

家钟惦棐（即小说家阿城的父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提出以

西影为基地，发展中国西部电影的构想。时任记者的文评家

萧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论》记下钟惦棐的谈话： 

我们的片子要多写一点泥土和油污，少一点脂粉气。

要有更多的编导从茶杯风波中跳出来，跃上高原。要有

一批人立下志向，在开发大西北的生活中，开发大西北

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国的雄风壮美，为大西

北造影立传。……西影要不要有一个长远的艺术目标？

比方说，能不能搞我们中国的“西部片”？6
 

这番谈话最重要的远见，乃是提醒在开发经济的大西北之余，

应同时开发艺术的大西北。钟氏的艺术指的是电影，从萧云

儒的记述来看，钟氏的灵感来自美国的西部片。这番谈话获

得萧云儒大力推广和发挥，写了几篇有关西部电影和文学的

文章，得到文学界的热烈回响和讨论，因此从大范畴的“西

                                                 
6 萧云儒是西部文学最重要的推手，他写的《中国西部文学论》是最完整
的关于西部文学的论述。同时也可参考后出的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
西宁：青海人民，1992。引文见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西宁：青海
人民，1989，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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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艺”走向“西部文学”。随后几年，许多文学杂志也设置

了西部的“栏目”
7
。可以说，西部文学是经由萧云儒的“有

心经营”而成的品牌。1986 年在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成

立了第一个西部文学研究所。至此，西部文学完成了从创作

到研究的阶段性路程，也标志着“西部文学”的成立。 

  小说家张贤亮（1936-2014）在《灵与肉》的泰文序本向

国外文坛介绍西部文学时，特别强调西北地区的文学特质是

“以粗犷、雄健、恢宏的笔调和结构来描写人与严酷的命运

各严峻的大自然的斗争；故事多半带有传奇色彩,然而这传奇

却是真实的,在曲折艰难的生活中表现了人类积极的本质”
8
。

这段文字所说的西部文学特质，跟美国西部文学颇为相近：

探索和冒险的主题，粗犷雄健的西部硬汉、西部牛仔，印第

安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美国西部文学创造了西部传奇，

尔后借着西部片的大众文化传播模式，造成世界性的影响。

至于张贤亮在宁夏银川所创办的西部影城，旨不在发扬西部

文学。
9
 

  我们应该先回到美国的西部概念。 

  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西部片是由美国人埃得温．S．鲍特

（Edwin S. Porter，1870-1941）所执导的十二分钟黑白默片

                                                 
7 《中国西部文学论》，页 7。 
8 《中国西部文学论》，页 7。 
9 张贤亮十八岁曾在宁夏贺兰县插队，1992 年，创办位于宁夏的银川镇北

堡的西部影城，《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等电影都在这里

拍摄，包括张贤亮自己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的电影《牧羊人》。详见江

迅，〈作家张贤亮的花儿谢了〉，《亚洲周刊》2014/10/12，页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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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1903）。美国文学

史对于西部文学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820-60 年代，在

旧世界的遗老和新世界的新秀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呼唤民族

文化和文学为中心的争论。当时的“西部”，指的是阿勒格尼

山（Allegheny Mountains）以西的几乎所有疆域。论争随着美

国的不断西拓而慢慢淡出，文学史给这场论争的评价是“探

索时期的叙述文学所描绘的不同现实与其说改变了关于民族

命运的主张，还不如说这类文学提供了非凡的民族背景”
10。

这段引文有两个关键点可以模拟借鉴，一是在地理和经济领

域的开拓，二是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等不同民族带来的异文

化视野。从欧美“文明”的定义来看，西部是相对原始野蛮之

地。美国西部疆域对欧裔美国人而言，是美丽、神秘、崇高，

却又令人恐惧和充满未知，是冒险犯难的想象之地： 

原始（或“蒙昧”）观念分成了几支，它们都对西扩

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西部的荒原可以描绘成伊甸园，

人们可以在那里实现原始的本能（这些本能在复杂的社

会中受到压抑）；它可以被看作是那些离经叛道者和想找

个地方放荡一下的“山民”的庇护所；或者它还可以被

                                                 
10 萨克文·伯科维奇（Bercovitch, S.）主编，史志康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

二卷》，北京：中央编译，2008，页 129。阿勒格尼山属于阿伯契山脉，从

宾夕法尼亚洲中北洲延伸到弗吉尼亚洲西南部，长八百余公里，开拓初期

是向西移民的最大障碍。当然，以今日的美国地图而言，这个西部的范围”

非常东部”。那是一七八九年美国独立时的版图，后来的西部文学以密西西

比河以西为主要划分，疆域一再西移。新疆跟中国其他十八省实行一样的

行政制度是在光绪十年（1884 年），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行政中心。在

时间刻度上，建省时间跟美国西部文学兴起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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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成是崇高灵感的源泉，它可以将美国人的头脑从旧

世界那腐朽没落的观念和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1
 

这段引自《剑桥美国文学史》的描述，充满去中心或者边缘

改写中心的视野，同时它也意味着广袤的西部是蛮荒之地，

是东部（文明世界）所投射的西进想象。在古中国也一样，大

陆学者叶舒宪指出，中原文明所建构的“西部”观点，自古以

来同样便带着强烈的中原中心的文化地理想象。在中原中心

的汉语命名规则中，“河西”又称“河右”，即黄河以西之地，

相当于如今的宁夏、甘肃、青海一带，总是跟羌夷或戎夷带

着贬抑的意识型态有关。其二，则是以位于甘肃和陕西交界

的陇山为坐标，称之为陇西或陇右。换而言之，中国文化史

很早就已经有西部的观念，只不过，那是野蛮和落后的边缘

地区12
。学者罗小云指出，1980年代，“美国西部文学再次引

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为适应西部开发新形势的需要和建构

具有自己特色的西部文化，我国加大力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13
。美国西部文学的概念显然对中国西部文学概念的形成有所

启发，不过，前者跟后者的历史背景最大的差异是：中国西

部并没有像美国西部历经殖民史──中国的西部各省各有不

同的历史背景，政权及版图迭经更动，情况复杂。以新疆而

                                                 
11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页 129。 
12 叶舒宪，〈中原文明建构“西部”观念的文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2008/09，页 127-132。 
13 罗小云，〈美国西进运动与西部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页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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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直到 1755 年，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才以“新疆”命名

这片新定的疆域──因此中国与西部各省不能置入“殖民”

的脉络下去模拟。现代文学史研究范畴的中国地理，基本上

沿袭了政治上自清以降的地理疆域。虽然如此，西部概念的

提出具有正面的意义，对中国西部文学板块的形成和研究，

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也大大的提高了新疆文学的能见度
14。

目前，学界对西部文学的地理板块仍有歧义。第二节拟先清

理这些歧义，进而讨论新疆成为独立区域研究的意义。 

   

二、西部文学的可能与局限 

 

  最早也最重要的西部文学地理板块划分，来自萧云儒以

及稍晚的余斌。后出的论文，包括著名的散文研究者范培松，

多以两位的观点为立论依据。余斌〈论中国西部文学〉（1986）

所认定的西部，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宁夏五省，基

本上是沿袭了“大西北”的政治地理构想
15。萧云儒从族群文

化形成的历史基础，对余斌提出修正。除了新疆、西藏、青

海、甘肃和宁夏五省之外，尚包括内蒙以西、陕西以西，以及

四川以西，从他所划的地图来看，西部文学几乎涵盖了中国

                                                 
14 1986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

讨会”，总共有五个专题讨论，中国西部文学是其中一项，其他四项分别是：

青年评论家对话会、文学与文化研讨会、文艺新观念、新方法研讨会，以

及新诗潮研讨会。 
15 余斌，〈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5 年第 5 期。详见《中

国西部文学论》，页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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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半的地理，可说是非常大范围的“西部文学”，萧云儒

的模拟对象，正是美国的西部概念。其次，则是以“三维结

构”做为论断的基础： 

所谓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主要是指波斯文化（伊斯

兰文化）通过新疆，印度文化（佛教文化）通过青藏，汉

族文化通过陕甘在中国西部的渗透融汇。这是一个稳定

的三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陕西、甘东对子构成西部

文化的作用，和新疆、青藏处于同等地位。而每一种结

合和交融，总有一个基点，一种溶解剂。我们既然研究

的不是西部各民族各自的文化，而是研究各民族文化的

整体关系，即中国的西部文化、西部文学（特别就目前

的创作评论情况来看，西部文学的重点，主要放在西部

的汉族文学上），那么，应该说这个基点和溶解剂，只能

是汉族文化精神。如果抽掉陕西和甘东，三足缺一，西

部文化的三维结构会造成严重倾斜，西部文化的一些主

要特点也就无法论述清楚，甚至根本无法谈起。16 

从语言、族群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部文学是由伊

斯兰、佛教和汉文化的交会融合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文学，确

实必须置入文化的大结构去考察。萧云儒的“三维结构”，清

楚指出了西部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然而，以汉族文化为主

导（dominant）去思考西部文学必须结合伊斯兰和佛教文化，

                                                 
16 《中国西部文学论》，页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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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汉人中心视野的结论。汉文化成了统摄、决定的主导文

化。事实上，从现有的新疆文学作品来看，除了张承志（1948-），

伊斯兰精神并没有进入汉语文学。假设顺着这条以汉文化为

主流的思路，地理版图势必要无限扩张，乃至可以沿用政治

上的西部十二省划分法，贵州、云南和广西均可属于广义的

西部，如此一来，这个地理版图就会无限延伸。其次，这段引

文在理论层次或许成立，却很难落实到文学的操作上。 

  如果从概念的层面要求创作去实践“各民族文化的整体

关系”，而不是“各民族各自的文化”，那么，现有的藏族文学

史、维吾尔文学史和哈萨克斯坦文学史等单一民族的文学史，

就必须排除在西部文学之外，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化的交融规

范。陕甘的汉文化在这个规范系统应该降到最边缘，西部文

学要突出的恰好不是汉文化，而是非汉文化，执着于三维结

构的平衡，就会形成视野上的遮蔽，洞见也就成为偏见，甚

至不见了。 

  范培松把“西部散文”定义为“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

派”
17，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学界因袭的定见。西部散文是否可

自成一个流派，必须先检视西部为何，再论流派成形的可能。

萧云儒的定义虽有缺憾，却有历史文化上的依据，范培松的

西部定义却相对模糊： 

西部散文，顾名思义是以地域存在而命名。西部，

                                                 
17 范培松，《中国散文史（下）》，南京：江苏教育，2008，页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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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大陆边境，约定俗成：“西部”

一词的神秘，更在于它内蕴的远离现代文明一面的意味。

西部散文则特指表现和反映中国西部生活的散文，犹如

美国的以表现美国生活为主的西部电影一样；但西部散

文又有它的模糊性、相对性和泛指性：中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文化交叉，僻远的“边缘”之“边”有它的模

糊性，不能简单地把“西部”限制在西藏、新疆、青海、

内蒙古或宁夏等地区内，作为文学的“西部”地域的外

延要宽泛得多。从二十世纪散文史来看，沈从文的以描

写湘西为主的《湘行散记》，以及贾平凹表现商州、太白

山区的散文，都是典型的西部散文。西部散文又是一个

相对的文学概念。18
 

范培松对西部的概念是十分松散的，他把陕西的商州和太白

山纳入，其实沿袭的是萧云儒的观点，尽管他并未说明出处，

也没有为这样的说法立论。至于沈从文《湘行散记》则是飞

来一笔。此书写于 1934 年，在时间轴上，跟 1980 年代崛起

的西部散文相隔五十年，实无收编的理由。中国西部文学和

美国西部电影跨类型（文学和电影）的联想模拟更是不妥。

简而言之，引文前半部并没有严谨的推论和学术上的根据。

其次，西部散文作为一个“流派”的界定，在学理上也无法成

立。姑且不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以地域为根据的流派
19，中国

                                                 
18 《中国散文史（下）》，页 764。 
19 中国文学史上以地域，而不以风格成流派的有边塞诗、江西诗派、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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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以地域为流派的作者群，例如白洋淀派的河北，

山药蛋派的山西，今天派的北京，都不是跨省连县的大地理，

才能显出地域研究的意义。范培松所论述的西部散文作家群，

以西藏、新疆和陕西为主： 

尽管张承志和周涛观点不同，创作策略套路也不同，

但在张扬西部精神上却不谋而合，使得西部散文渐成气

候，并大有燎原之势。接着马丽华、刘亮程、刘成章、杨

闻宇等又先后以大量的介绍抒写西藏、新疆、陕西黄土

高原的散文文本，和周涛、张承志等汇合起来，形成西

部散文作家群体，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成为一个

最有影响力的散文流派。20 

范培松认为回族作家张承志”他的散文是属于宗教的，把他

的散文归入西部有些勉强”21。事实正好相反，张承志的底气

正好来自伊斯兰教和新疆的生活经验，宗教和地理两者缺一

不可。张承志在〈心的新疆〉（2013）一文指出“在新疆，我

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

美的奠基”22。张承志先以小说闻名，1980年代末开始写散文，

第一本散文《绿风土》（1989）正是宗教精神与新疆地理的结

合。引文所列举的作家，包括马丽华（1953-）写西藏，刘亮

                                                 
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等等。 
20 《中国散文史（下）》，页 773。 
21 《中国散文史（下）》，页 778。虽然如此，他仍然没有辩证的、以极大

的篇幅把张承志归入西部作家谱系。 
22 张承志，《相约来世》，北京：作家，2013，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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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962-）写新疆，刘成章 （1937-）写陕北，至于出生于

陕西的军旅作家杨闻宇（1943-）“长期生活在地处东西部交

汇的黄土高原上”，究竟杨闻宇的散文写黄土高原哪一个地方，

范培松并没有明确说明。23其次，既然他的散文阴柔且儒雅，

“西部散文激荡的雄性、野性、强悍、豪迈都似乎沾不上边”，

那么，他为何要归入西部，成为“西部散文的生命精神是一

种原始的自然生命力”这个大原则底下的一个例外反证？24周

涛的散文雄性而强悍，跟杨闻宇正好是两个极端。汉族作家

马丽华的西藏游记，跟新疆作家刘亮程笔下高度诗化的黄沙

粱之间，根本没有同构型。这六个作家的高度异质，正好突

显西部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概念，它既不具备“描述”

（description）的功能，也没有“定义”（definition）的效果。

既然西部散文已经用它自身的作品暴露出命名的矛盾和窘境，

那么，涵盖其他文类、更广大地理的西部文学概念，不论大

西北五省，或者从历史文化成形的角度外加陕西的不同板块，

可以止矣。 

以上的推论主要为了获致以下的结论：西部文学已经“无

效”或“失效”──时移事往，到了二十一世纪新疆文学已经

累积了可观的成果，可以独当一面，很明显的，西部文学已

经失去精准度──它应该成为新疆文学“史”，或者文学“史”，

以历史的姿态存在。 

                                                 
23 《中国散文史（下）》，页 796。杨闻宇生于西安，在关中地区生活十八

年后，入陇也即是到甘萧从军三十余载。 
24 引文分别见《中国散文史（下）》，页 796,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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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修正的

过程。西部文学的内部存在着人文地理上的极大差异，这是

事实。如果命名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是边缘即中心的策

略，时至今日，这个命名其实已经形同遮蔽。西部文学这个

名词应该瓦解。在方法学上，地理面积跨度愈大，愈无法精

准把握文化／文学差异，反而把差异消解了。本文提出的替

代方案是回复单纯的、各自以地理命名的研究方式，也就是

回到论文一开始所阐明的，让新疆成为独立的论述个案。 

 

三、聚焦新疆：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思考起点 

 

  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宁夏五省加总起来，占中国土

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五省之中又以新疆占地最大。25新疆

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貌复杂，是中国西北军事重镇。从

西汉开始屯垦戍边，至今仍设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6。目前新

疆常住人口约 22,643,000，以维吾尔族（47.4%）和汉族（38%）

居多；其次是哈萨克斯坦族（7%），以及蒙古、回、柯尔克孜、

塔吉克、锡伯、满族（共 7%），如果再加上境内世居和流动的

                                                 
25  新疆土地面积 166 万平方公里，西藏 122.8 万平方公里，详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214/21/101214_337191409.html，截取于

2015/11/01。 
2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虽然起于军事考虑，然而大量汉人戍守边防的

结果，如今却跟新疆文学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李娟便是因为父母是

新疆生产兵团的一员，而到了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官方资料见中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北京：人民，

2014。更详细的研究可参考包雅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北京：

中央编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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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达斡尔、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多达五十五族，全

中国民族数目是五十六族，如果再加上布朗族，就多达五十

六族，是中国民族构成最复杂多元的一省。27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新疆境内有藏传和汉传佛教、道、

萨满、基督教、天主、东正教，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超过

半数（以维吾尔、哈萨克斯坦、回、柯尔克孜等十余个民族为

主），扣除宗教信仰比例极低的四成汉族，新疆基本上算是一

个（相对开明的）伊斯兰社会，虽然法律没有禁止穆斯林与

非穆斯林通婚，但基于现实生活的教律和观念上的障碍，汉

人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例子不多
28。新疆汉语文学最主要的作家

队伍以汉人为主，汉人文化加上在地视野，使得他们作品的

“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也就是“思考和生活的方

式”，属于新疆，而不是西部。29 

                                                 
27 新疆各民族知的比例，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的官网在 2015
年 06 月 23 日发布的《2014 年新疆统计年鉴·主要年份分民族人口数》换

算而来。详见：http://www.xjtj.gov.cn/sjcx/tjnj_3415/2014xjtjnj/rkjy_2014/ 
201506/t20150630_471951.html，截取于 2015/11/01。 
28 详细的研究见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2011，页 54-64。李晓霞指出，根据“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新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混合家庭，只占家庭总户数的 1.75%，比例非常的

低。 
29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指出，在特殊地点

和时间之中，一种生活特质的感觉；一种特殊活动的感觉方法，结合成为

“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几乎不必特别去表现的特殊社群经验，它是

一种深刻而广泛的情感。感觉结构把社会和历史脉络纳入，讨论它对个人

经验的冲击。因此感觉结构是民族、地方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少的思考。

新疆的作家的人文地理特质，正符合详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感觉结构”

论点详见艾兰·普兰特〈结构历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

收入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

文，1994，页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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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少数的穆斯林作家譬如张承志的散文浸染了深厚的

宗教精神之外，伊斯兰教往往内化成生活的一部份，并没有

特别被新疆作家突显。即便是哈萨克斯坦族汉语作家叶尔克

西．胡尔曼别克（1961-）和维吾尔族汉语作家帕蒂古丽

（1965-），宗教精神在她们的散文里也十分稀薄，叶尔克西

的《蓝血莲之淼》（2011）、《永生羊》（2012）、《远离俨寒》

（2013），以及帕蒂古丽（1965-）的《跟羊儿分享的秘密》

（2012）、《散文的母亲》（2014），伊斯兰精神均被强烈的地

方感（sense of place）所稀释跟取代，两位女性作家以写新疆

日常生活见长，从微小叙事见出新疆非汉民族的社会特色。

跟汉人作家从人文和地理学的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所深描

（thick description）的新疆，正好形成对比。 

新疆汉语作家中，以王族（1972-）的创作最丰富。王族

的创作以散文为主，计有散文集、文化专著和游记等二十几

种。他十九岁即到新疆从军，十二年后改业当编辑，也仍然

在新疆。长久以来行走新疆各地，对自然生态和文化景观有

很深的了解，使得他的散文写出了新疆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 or spirit of place）。他在自选集序言《新疆密码•我的梦，

我的新疆》有以下叙述： 

我的散文几乎都是写新疆的，由此可见，我的文学，

乃至我的生活都明显地带有“地域”色彩。30 

                                                 
30 王族，《新疆密码》，北京：当代中国，2011，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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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可以是文化，也可以是人自身，而作家的文字，

有可能就是地域的延伸或再生。31 

引文特别强调“新疆”而非“西部”，显见在新疆作家王族的

认知里，新疆的地景具有特殊的结构和意义。以上引文固然

可以说是“后见之明”──乃是王族在完成深具新疆地域特

色的非虚构三部曲之后的观点与感想，却足以支持本文的题

旨：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新疆应从西部研究独立出来，

展示它在地志学上的意义。王族的非虚构三部曲《鹰》（2008）、

《狼》（2011）和《骆驼》（2011），糅合了人类学、生态学、

民族学、民俗学，以及客观知性理解等博物学式的写作视野，

书写新疆多元民族跟动物之间的情感，充份展现作为在地人

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鹰》最早动笔于 1993 年，原稿只有一万余字。王族在

2009年决定完成专书，重回南疆的阿合奇县，住在柯尔克孜

族驯鹰人依布拉音家里一个月，再度近距离观察鹰，写下放

鹰捕猎的故事，同时也记录猎鹰人的生活。猎鹰当然也是深

具新疆色彩的文化，用王族自己的说法，那是“地域的延伸

或再生”。非虚构三部曲的写作概念“接近”接近台湾的自然

写作或自然书写32，《鹰》固然是“鹰志”同时也是“鹰人志”

                                                 
31 《新疆密码》，页 3。 
32 台湾的自然写作经过三十年摸索，投入大量写作人力和论述才出现的成

果，不必然是在荒野，在都市的边缘或乡镇，亦能观察到自然的脉动，称

之为成熟的自然写作也不为过。自然写作在台湾是一种独特的文类，由一

支品牌鲜明的写作队伍所组成，换而言之，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写作规

范：知识／知性绝对凌驾感性；实地观察之外，尚须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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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猎鹰独特的生命型态和精神世界，生活的地理景观，

王族更着眼于驯鹰人跟鹰之间的微妙互动，鹰性和人性之间

的协调和平衡，因此《鹰》不只是自然写作，而是更广袤的文

化地志学。 

阿合奇县自古有猎鹰之乡的称号，驯鹰是柯尔克孜族文

化的一部份。阿合奇县南部是喀拉铁克山，北部是阔克夏勒

岭，塔什干河贯穿全境，这两山夹一谷的“自然场所”塑造了

猎鹰文化发展的环境特性。王族在此书的结尾得出以下的观

点：“猎鹰似乎是他们家的成员，人的世界是鹰的世界，鹰的

世界亦为人的世界。有的时候看着依布拉音，我觉得他就是

一只猎鹰，他自己选择的驯鹰生活就像系在猎鹰爪子上的绳

子一样，制约或吸引着他，在一条隐秘的路上走了下去”
33，

长久以来在险峻的环境中求生存的卓绝意志，使得驯鹰人与

鹰之间有了神秘的联系，鹰的精神与人的精神已经成为融为

一体，形成新疆的“地方精神”以及“地方价值”。 

  非虚构三部曲之二的《狼》的地理背景则在新疆西北的

阿尔泰的白哈巴村，这是大陆图瓦人最多的聚落。王族在那

里住了三十几天，不只写狼，也写哈萨克斯坦人跟狼之间的

                                                 
识可供调度、援引；生态中心的思考超越人本中心；且大部分的自然写作

者以绘图或摄影作为自然写作的必要辅助，这也说明了客观书写和记录之

必要，“观察而不介入”、“理解却不占有”等态度，详细的对自然写作的定

义，可参阅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台湾现代自然书写的探索

（1980~2002）》，台北：大安，2004，页 19-25。新疆作家没有自然写作的

概念，在地域书写的过程中，却无意中完成了“接近”自然写作的书写模

式。 
33 王族，《鹰》，台北：龙图腾，2013，页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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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这是王族系列写作的特色──进入当地，以在地人的

视野贴身观察，写出多元民文民族与文化的新疆。王族每天

跟一只被母狼抛弃的小狼一起生活，记录真实的，而非传说

中的狼。大自然的狼孤独而骄傲，在荒野孤绝的环境中狼可

以活十五年，随时保持警戒的状态，王族认为这是符号化的

狼，而真正的狼，怕地震，怕打雷闪电，对鸟叫很感兴趣，跟

人良久对望时，眼神会流露出情绪。当一只狼不在荒野，而

进入人类的生活，牠同时也重新调整人类的认知，当牧民发

现吃羊的狼也有脆弱的时候，一时也不知所措。狼的脆弱冲

击了人性，让村民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自从我亲眼

目睹了这只狼之后，我觉得强调狼精神的人并不了解狼，甚

至有可能没有见过狼，他所说的狼精神有很大的人为因素，

所言之狼，实际上仍然是人”
34。王族的《狼》写出新疆牧民

的特殊社群经验，这种写作方式同时兼具报导文学的特色，

这种“感觉结构”是新疆的特殊社群经验和感觉，一种思考

和生活的方式。 

  同样写出新疆牧民感觉结构的是《骆驼》。王族到木累县

的哈萨克斯坦牧民叶赛尔家，跟他们一起住在“霍斯”（帐篷）

里，写下非虚构三部曲的第三部传奇。木累县是中国三个哈

萨克斯坦自治县之一，位处北疆温带荒漠，三面环山，不利

于耕种，而且天候恶劣。“下了车，感到一股干燥的冷气掺在

空气中，风起时，便猛地抖出一声声响，粗硬得如刀子一般

                                                 
34 王族，《狼》，台北：龙图腾，2013，页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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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着脸颊。举目四望，只见铁青黑硬的砾可成摊成片地铺向

远处。远处，便是沉寂模糊的山峦。干早、赤裸、蛮荒、贫瘠

──该怎样形容这个地方呢？”35这段对木累的文字描绘

（word painting）具有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特殊的地理必须带

出不一样的文学描绘，特殊的自然场所，也必然形塑出居民

特殊的场所精神，例如冬窝子，一种向地底挖成大凹坑的住

所。这种特别的居所可以避严冬的风寒，驼圈挨着冬窝子住，

形成骆驼与人密不可分的生活方式。由于天候干燥，地势崎

岖，而骆驼能够忍受干渴、饥饿和炎热，可负重，牧驼便成为

贫瘠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的经济活动。 

  王族写的是哈萨克斯坦人称之为长眉驼的一种骆驼，乃

木累县独有，号称骆驼中的美人，血统珍稀，外表奇美，眉毛

又细又长，眼睫毛有三层，显得眼睛圆而大。牠们身上的毛

也很长，细密垂落像流苏。在王族眼里，牠们是柔美与阳刚

的混合体，行走时昂首的神韵与骑士的气质相近。哈萨克斯

坦人的语言里有许多对骆驼的形象化观察：母驼下崽，便说

是完成公驼完成的任务；说骆驼耐力强，便说牠身体里有十

个骆驼的力气；说骆驼的速度快，便说牠把身体里的翅膀拿

出来用了一下；说骆驼因为累而变得很瘦，便说牠把身的上

的肉交给了脚下的路
36。这些文学性的叙述来自哈萨克斯坦人

长期与骆驼为伍而催生的联想，它与特殊的地域产生联结。

                                                 
35 王族，《骆驼》，台北：秀威，2012，页 19。 
36 《骆驼》，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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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族未必具有人类学的训练，然而他的非虚构三部曲可以说

具有深描的人类学视野，他对动物的观察是放在特定文化和

社会背景下的脉络化写作，既可见出自然地理的描绘和叙述，

也有人文的景深。他对新疆的书写，是建立在在地化和知识

化的双重视野之上。 

    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案例是黄毅（1961-）。在〈一个土

著的自述〉他称自已是新疆“土著”，对新疆有以下的叙述： 

新疆于我是一种背景，一种象征，一种底色，一种

潜台词，我所要努力做好的就是如何在我的笔端呈现一

种疏朗的气韵，阳光的颗粒，蓝天的纯粹，山风的力度，

戈壁的质感，草原的旷达，冰峰的冷峻，沙漠的热烈，

总之一切能代表新疆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应该集合在我

的文章中，我所真正追求的就是当下中国较为罕见的、

非病态的朗健、真实、阳刚的精神，也就是当代的新疆

精神。37 

黄毅出生的下野地，物产是著名的哈蜜瓜，又称亚洲甜蜜之

心。他原来是诗人，同时是记者，写过报导文学和画论，从未

离开过新疆，对这片土地有高度的文化认同。他的散文风格

阳刚，正如引文所言，他认为阳刚和硬朗是新疆的地域特质，

则反映到文学层面，同样也是如此，他的说明可以补充王族

所谓的“我的散文几乎都是写新疆的，由此可见，我的文学，

                                                 
37 黄毅，《亚洲甜蜜之心》，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2013，页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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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我的生活都明显地带有‘地域’色彩”
38
。山川草木和四

季风土，以及新疆特殊的物产，在黄毅笔下都焕发地域的神

釆。他把个人风格跟新疆的人文地理结合，地理与创作主体

融而为一，蓝天、山风、戈壁、草原、冰峰和沙漠都是新疆的

地理，地理人文化之后，便成了黄毅所说的阳刚的新疆精神。

虽然如此，他的散文并非只关注宏大的地理。除了街道历史

的探源，新疆地理的知识性叙事之外，市井的生活图景，或

者微小者如哈蜜瓜、石榴、葡萄等在地物产，都充满趣味的

细节追索，所谓的阳刚新疆精神，在他笔下仍然充满生活感。

譬如〈亚洲甜蜜之心〉写新疆特产哈密瓜： 

从绿洲的颜色、戈壁的颜色、天山的颜色、湖泊的

颜色都能找到与哈密瓜似曾相似的地方，哈密瓜无疑是

新疆大地色彩的总和，特别是沙漠与绿洲，它们和哈密

瓜与英吉沙小刀，有着惊人的相似。你看突进沙漠的绿

洲，多么像一刃闪耀着青光的刀锋，它齐齐剖开了沙漠，

裸露着黄灿灿如哈密瓜瓤般的质感。39 

哈密瓜是新疆的隐喻，它在新疆这盐礆化的干涩土地长出甜

蜜，浓缩了新疆的人文和地理，只有在地人才能从一颗具代

表性的水果引申出这么丰富的联想，黄毅对新疆显然非常有

感情，这种抒情与知识并重的文字描绘充满地方感，是新疆

                                                 
38 王族，《新疆密码》，页 4。 
39 《亚洲甜蜜之心》，页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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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最好的范例，人文地理学者 Mike Crang 指出，能

带给读者真正地方体验的是文学，不是地理学，“人文主义地

理学者也很快了解到，文学里的陈述替代地方经验提供了类

似洞察。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转而求诸小说，探察其中唤起

的地方感，或是所谓地方的文字描绘”
40，这段引文确实以文

学性陈述为我们概括了新疆的地理，带给我们诗意的联想。

黄毅意不在介绍新疆的地理，却因为要写新疆物产指标物哈

密瓜，意在言外的写下这段浓缩了新疆物产与风土的神来之

笔。把荒漠喻之为金黄的瓜瓤，绿洲喻之为英吉沙小刀，切

入沙漠之中，同样是以近取譬。英吉沙位于南疆，号称中小

学刀之乡，黄毅的散文技术，其关键乃在于超越经验，加入

“想象的技术”，聚焦新疆风物／风土。他是汉人，在这多元

文化的边缘成长，既是在地人也兼有他者的视野，或者用他

的说法，他拥有“新疆时间”：  

我总认为新疆时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而是涵

盖包容了诸多方面、诸多因素诸多想象、诸多理由以及

诸多不可知细节的大概念；抽象的时间在新疆往往不是

以抽象的面目示人的，而是以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模样出现的。41 

新疆跟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这两个小时时差的新疆时间，

                                                 
40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译，《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2003，页 60。 
41 黄毅，《新疆时间》，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2013，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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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暗喻新疆作为边疆身份的独特性，它跟自居文学中心

的北京、乃至中国其他地域的书写风格回然相异。新疆作家

群里，黄毅对地域的感受最敏锐，引文所演绎的，无非就是

本文一再强调的感觉结构：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之中，一种生

活特质的感觉；一种特殊活动的感觉方法，结合成为“思考

和生活的方式”，它是一种深刻而广泛的情感，以及特殊社群

经验，无论是石头、沙漠和河流，都活在新疆时间里，被书写

被诠释。 

  王族和黄毅之外，新一代的散文作家以李娟（1979）笔

下的游牧主题独具一格，“羊道系列”：《羊道．前山夏牧场》

（2012）、《羊道．春牧场》（2012）、《羊道．深山夏牧场》（2012）、

《羊道．冬牧场》（2012）三书共四十多万字，很能突出新疆

地域写作的特色。李娟自 1999 年开始写作，四年后出版第一

本散文《九篇雪》（2003），开始在文坛崛起。在短短三年内出

版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2011）、《阿尔泰的角落》（2013）

等多部散文集。她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2，在清贫和漂泊

中成长，因为没钱缴学费，连中学都没毕业。从小跟着开杂

货店的母亲做过裁缝，却因营生困难而放弃，曾只身到乌鲁

木齐当工人，随着哈萨克斯坦牧民逐水草而居，过着半定居

半游牧的生活。这些丰富的经历形塑了她的散文特色。她笔

下的阿尔泰充满大自然细微的律动，以及哈萨克斯坦民族的

文化特质。“羊道系列”是汉语文学的奇葩，李娟是汉人，可

                                                 
42 请参考注 27，这里不重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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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家里开杂货店，从小得以观察哈萨克斯坦民族的生活

习性，及长，随着哈萨克斯坦家庭游牧则让她习得不少哈萨

克斯坦语，游牧生活的艰困在她简朴生动的文字底下活现。

她写下恶劣的气候下牧人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的生活。那

些到达与离开的故事，生存的艰困与智慧，充满日常生活细

节。 

  哈萨克斯坦牧民的游牧传统十分古老，也尊重传统。然

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游牧民族面对必须定居的困境。李娟

认为这片贫瘠的土地只适合游牧，定居则必然造成土地的长

久损坏，只有保留传统方是长久的与大自然相处之计。这是

在地经验所作出的结论，游牧民族是跟环境共生共存的群体，

所谓的夏牧场或秋牧场都发生在祖先走过的土地，在经由生

活、记忆而认同所产生的地方感（placeness）在李娟笔下不是

从定居而来，相反的，却是带着所有家当和牛羊骆驼的“路

上生活”： 

有一个统计，在哈萨克斯坦牧民中，迁徙距离最长、

搬迁次数最多的人家，一年之中平均每四天就得搬一次

家！这真是一个永远走在路上的民族，一支密切依循季

节和环境变化调整生活状态的人群。生活中，似乎一切

为了离开，一切都在路上。青春，衰老，友谊，财产……

都跟着羊群前行。43 

                                                 
43 李娟，《羊道：游牧初夏记事》，台北：时报，2013，页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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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羊的不走，放羊的全部要走。44 

第一段引文出自〈路上生活〉，第二段则出自〈即将离开冬库

儿〉。李娟的羊道系列三书改写了“家”的意义，并重新定义

“家”跟“地方”的关系。家跟寓居（dwelling）无关，居家

感受（homeliness）并不构成家的基本特质。对于安土重迁的

中原民族，家是记忆、想象和认同的起点，同时也是情感依

附和植根之处；至于游牧民族，家则是在路上，地理环境和

生活条件决定了家在哪里。家不必然是家庭住宅（ family 

house），家是更广袤的“地区”──它由外在的生活条件所决

定，人因应四季、水草、天候而决定家在哪儿。搬家因此不只

是离开和抵达，而是顺应天时生活的本能。对于跟李娟一起

生活的札克拜妈妈一家人而言，家的意义不是扎根，而是移

动。因此，家跟空间的关系更为密不可分，或许这可以解释

在李娟笔下，为何自然和地景的描写和变化占了那么大的篇

幅。在游牧的过程中，“室内”的空间比例缩小，而向“室外”

大幅度延伸。即便是定点的栖息和放牧，大部份时间也都在

室外劳动，自然和地景进入视野，让人跟自然产生更大的联

结。李娟的散文结合了身体、物体和流动所形塑的地方感，

使得它具有“连结”时间与空间的意义： 

内蕴于地域的是地方概念－－由内部所见的土地／

城镇／城市景观的部份，人们熟知的特定区位的共

                                                 
44 《羊道：游牧初夏记事》，页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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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地方是一个人生命地图的经纬。它是时间与空间

的、个人与政治的。充盈着人类历史与记忆的层次区位，

地方有深度，也有宽度。这关涉了连结、围绕地方的事

物、 什么塑造了地方、 发生过什么事、将会发生什么

事。45 

以上引文为了进一步说明李娟的散文为何在当代汉语文学里

显得特别。当她写下哈萨克斯坦人的游牧生活的点滴，那些

看来为了生存而琐碎累人的事件，小到背冰煮水，砍柴生火，

捡牛粪，刷洗打扫，乃至每搬家一次的收拾准备，都带着历

史景深。就时间的纵深而言，那是传统。哈族的祖先两千多

年来也是这么生活着，带着家当家人跟骆驼行走在阿尔泰的

山区里。就地理层次而言，李娟对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的描绘和叙述之余，尚具有深层的文化意涵。李娟把自已当

成札克拜家庭的一份子，跟着他们一家转场，她写人写景充

满感情，长期浸染在哈萨克斯坦文化里，那些影响不知不觉

已经内化成生命的一部份。她诠释的游牧生活具备汉人、外

人者的观点，同时亦有在地人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她的散文以汉语写成，夹杂不

少哈语，形成语言杂糅的混血风格。 

以上所例举的三位散文作家是新疆文学版图的一个小区

块，虽然他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人，在他们周遭还围绕着数

                                                 
45 《文化地理学》，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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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丰沛的小说和诗歌作品。本文选择从散文的角度切入意义

有二：首先，新疆是在“散文热”里崭露头角，进而鼓动了大

批的诗和小说，因此散文是进入新疆最好的路径。其次，散文

的文类之母与非虚构的特质，有助于我们从人文和地理学的

角度深描新疆。Mike Crang 的《文化地理学》所引用的例子都

是小说和诗，包括劳伦斯（D. H. Lawrence）、哈代（Thomas 

Hardy），哥德史密斯（Goldsmith）、布雷克（Blake）、华兹华

斯（Wordsworth）、毕翠斯．珀特（Beatrix Potter）等；这跟西

方文学以诗与小说为主要文类的传统有关。在华语世界，从白

话文运动以降，散文跟诗和小说三足鼎立，甚至是文类的大宗。

古典散文立下的实用／介入功能，使它贴近社会的脉动，可以

有很强的社会性。不同于西方以诗和小说为主流的传统，在华

语世界，散文应该是最好的地志书写文类，便于叙事的特质，

亦成为突显新疆地域书写的最主要文类。 

此外，新疆文学亦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论述成果，包括夏冠

洲、艾光辉合编的四册《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2006），它象征着新疆文学的壮大与成熟，当然也

暴露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视野。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

所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维吾尔族文学史》

（五卷本）、《哈萨克斯坦族文学史》（四卷本）、《柯尔克

孜族文学史》（两卷本），规模庞大。撰述的时间跨度和讨论

范围都很广，但全是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斯坦文，无法阅读。汉

文版的各民族文学大多是单卷本，相对简略，不过重要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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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和思潮主题，都有完整的论述，只是不够精细。这些文学

史专书，包括：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1992）、阿布都克里

木．热合曼编《维吾尔文学史》（1998）、阿扎提．苏里坦编《二

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2001）、赵嘉琪编《哈萨克斯坦文学简

史》（2007）、李竟成《新疆回族文学史》（2003）、曼拜特．吐

尔地着，阿地力．居玛吐尔地译《柯尔克孜文学史》（2005）

等等。罗列这些数据和选集旨在说明，我们完全可以离开西部，

聚焦新疆。 

 

结 语 

 

    西部文学研究上的问题与盲点，早已有学者提出批评与

修正，只是这个声音太微小，完全掩没在“西部文化热”的浪

潮，以及西部文学作为整体的研究里。李桂华在〈论“西部文

学”理论生成的可能性〉（2003）一文指出： 

我们不能让大人文上的”西部”概念干扰对西部的

文学中不同地域特色的认识，而应该深入到西部不同区

域的具体文学创作中，去探讨它们各自不同的特色。同

时还应该注意，对”西部”概念的整体性认知，往往会

诱使我们以一种外在的眼光去浮光掠影地审视西部的文

学，进而得出只见轮廓不见肌理的结论。……文学的地

域性特色，不仅仅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描绘和表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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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进一步发掘自然环境的深层文化意蕴。46
 

引文有以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西部文学研究应该方法化。

其次，自然地理必须经人文深掘，而非流于表层叙事。第三，

重视地域差异。李桂华的短文是一个观察报告，同时也是善

意的提醒，以及质疑。她认为评论界选择了一条方便的快捷

方式，把一个新生成的研究领域置入传统的研究框架。 

  本文先对西部文学命名的内在矛盾提出质疑与诘问，瓦

解西部文学这个业已失效的概念，进而建构新疆研究作为独

立个案的合理性。一旦新疆可以脱离西部文学，也意味着后

者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不论得自电影灵感的西部文学概念，

或者来自中原中心的西部观点，袭用已久的西部文学阶段性

任务应已完成，这个带着总体化效果的名称，应该让位给更

具有主导性、更细致，而且能够突题地域特质的区域文学。

如此，新疆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书写，才能获得合理的论

述与研究。 

 

参考文献 
 
Crang, Mike 著，王志弘等译，《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2003。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4。 

王族，《狼》，台北：龙图腾，2013〔2011〕。 

                                                 
46 李桂华,〈论”西部文学”理论生成的可能性〉，《楚雄师范学报》第十八
卷第二期（2003 年 04 月），页 24。 

������.indd   175 2017/6/9   PM 02:56:30



176

《汉学研究学刊》第六卷（2015）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Vol.6 (2015) 

176 
 

王族，《新疆密码》，北京：当代中国，2011。 

王族，《骆驼》，台北：秀威，2012，〔2011〕。 

王族，《鹰》，台北：龙图腾，2013〔2008〕。 

包雅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北京：中央编译，2010。 

江迅，〈作家张贤亮的花儿谢了〉，《亚洲周刊》2014/10/12，页 46-
47。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李星，〈西部文学与西部精神〉，《唐都学刊》2004 年第 20卷第 6 期，
页 39-43。 

李娟，《羊道：游牧初夏记事》，台北：时报，2013。 

李娟,《羊道：游牧春记事》,台北：时报，2013。 

李娟,《羊道：游牧盛夏记事》，台北：时报，2013。 

李桂华,〈论”西部文学”理论生成的可能性〉，《楚雄师范学报》第
十八卷第二期，2003/04，页 23-24。 

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兰州：兰州大学，1992。 

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2011。 

汪娟，〈论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散文创作的基本现状〉，《新疆大学
学报》2009 年第 37 卷第 1期，页 131-135。 

范培松，《中国散文史》，南京：江苏教育，2008。 

夏冠洲、艾光辉编，《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乌鲁木齐：新疆人
民，2006。 

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
明文，1994。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中篇小说卷》，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文学评论卷》，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长篇小说上卷》，乌鲁木齐：

������.indd   176 2017/6/9   PM 02:56:30



177

钟怡雯,《从西部到新疆—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思考》 
 

177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长篇小说下卷》，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报告文学卷》，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散文卷》，乌鲁木齐：新疆
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短篇小说卷》，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诗歌卷》，乌鲁木齐：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祝谦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 1949-2009·戏剧、影视文学论卷》，乌
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2009。 

张承志，《相约来世》，北京：作家，2013。 

黄毅，《地皮酒》，乌鲁木齐：新疆人民，2002。 

黄毅，《亚洲甜蜜之心》，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2013。 

黄毅，《骨头的妙响》，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2001。 

黄毅，《新疆时间》，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2013。 

新疆作家协会编，《新疆新世纪汉语中篇小说精品选》，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2012。 

新疆作家协会编，《新疆新世纪汉语散文精品选》，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2012。 

新疆作家协会编，《新疆新世纪汉语短篇小说选》，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2013。 

新疆作家协会编，《新疆新世纪汉语诗歌精品选》，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2011。 

叶舒宪，〈中原文明建构”西部”观念的文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09 第 5 期，页 127-页 132。 

蔡丽，〈西部散文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以张承志、周涛、刘亮程、

������.indd   177 2017/6/9   PM 02:56:31



178

《汉学研究学刊》第六卷（2015）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Vol.6 (2015) 

178 
 

马丽华的散文创作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期，页 29-
32。 

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西宁：青海人民，1989。 

钟怡雯，〈一个人的虚土──论刘亮程的村庄叙事〉，《马大华人文
学与文化学报》第 2 卷第 2 期，2014/12，页 13-25。 

萨克文·伯科维奇（Bercovitch, S.）主编，史志康译，《剑桥美国
文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页 129。 

罗小云，〈美国西进运动与西部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页 106-108。 

 

 

 

 

 

 

 

 

 

 

 

 

 

 

 

 

������.indd   178 2017/6/9   PM 02:56:31



179

钟怡雯,《从西部到新疆—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思考》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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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will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its 
naming. The proposed concept of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with crucial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 
research of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section in China, and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Xinjiang literature. Whether it were 
inspired by the concept of movie or western view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he long established section tasks in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sh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This name with its overall 
effect, should be giving way to a more dominant & meticulous 
regional literature that could highlight the relevant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Embraced with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of Xinjiang, 
Literary writings has developed its independent Western American 
literary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inking path in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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