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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免想起本·安德森那著名的说法——‘想象的共同体’。

确实，如果说安德森将‘民族’都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一

种地方性知识而充满了争议，那么，语言、文学和传媒在建构

认同上的重要性，在他之后却是再没人能轻视了，尤其是在当下，

在这个媒体时代。”

小到“家”大到“国”，作家们用叙事构建一个个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拼成一个浩大的世界。

上海作家路内说：“我们有一个局域的叙事共同体，比如

说中国，比如说汉语，同时它应该具有一种向外的延伸能力，成

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要向内能够汇集到其组成部分，那么这个

叙事共同体我们不应该过度地强调问题，但是也不应该恐惧分歧，

因为共识和分歧本身就是叙事共同体的特征。没有一个明确的操

作手册在限定规划这一当代叙事共同体的运行，它自身处于快速

的发展和变化中，无疑也受到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它会

屈从于阅读者，但也会疏离于阅读者激起身亡或者长久成为叙事

经典，这就是我们活在此刻所能体验到的可能性。”

鲁迅文学奖得主、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母语是蒙古语，

而他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他说：“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在汉

语的创作中，有很多时候我仿佛是在进行一种很奇妙的翻译，是

将我构想出来的召唤出来的那些人物，那些人物讲的蒙古语以及

那些方言，通过我翻译成汉语。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不同

语言的内涵和韵律带来的叙事活力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裹挟着

的是一种特别强劲的历史惯性，形成了一种我自己的一种写作风

格，而这种风格里面又有我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有中国几千年

汉语的精气神，才有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被赋予新的汉

语形象之后，所带给我的丰富异样的叙事资源，语言、文字、文

学得天独厚的互鉴之下的那种亲近和理解，还有碰撞和学习。从

接触到世界的面貌那一刻起，在不断的贪婪的一种阅读中，我从

各种形态的叙事中，在强烈丰富的各色文化中不断地去填充和打

磨自己，我让自己站在世界之风的当口，迎面接受吹拂。所以我

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更适合说那句话：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世界文明是我之文明的温床，世界文明是我之创作的源

泉，更是我之文学的坐骑。我觉得说到叙事共同体，对于文学，

可能它折射的是它的未来，它发展的是它的过去，而它回应的却

是它的当下。”

而 8 月 17 日，在上海群众艺术馆举行的

“家·国——2023 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也

可以看作是“叙事共同体”的另一种讨论。

作为上海书展的组成部分，这是智慧女性

读书讲坛再次与大众见面。奚美娟、赵丽娜、

任长艳、盛弘作为优秀女性代表在讲坛上讲述

“家·国”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女性是幸福家庭

的灵魂。从小家到大家，她们用自己的方式保

家卫国。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她们的人

生很精彩。

开卷有益，跟着书籍行走，常念壮丽家国。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文明是我之文明的温床，世界文明是我

之创作的源泉，更是我之文学的坐骑。

上海作家路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