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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文学研究所   全 福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课题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系统工程之一，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族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时期。这个被人们冠以“新中国文学”、“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以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新意识，呈现出姹紫嫣红、

不断跃进的态势，明显区别于蒙古族“旧文学”，她虽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作为一个民族文学，除她的“共性”之

外，亦有她的“个性”，她绝不是什么“影子”文学。毫无疑问，汉族文学中出现的各种思潮无不强烈影响蒙古族文学，这是“共性”所

在。然而在不同的语言材料、历史文化和思维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蒙古族文学必有其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个性”。因此，发现和科学

地阐释蒙古族文学思潮的特点，与先进的汉族兄弟共同繁荣，是我们理论出发点。并经研究，将创立蒙古族文学思潮研究学科方向，向世

界和国内蒙古文学界宣布蒙古族文学思潮的存在和实际蕴涵，展示蒙古族文学的活泼、曲折、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全貌，促进并

完善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 

当前，在国际上,蒙古国的文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和形式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思潮”问题还没涉足。其它发达国家，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他们有意回避这一命题，虽有散见的论文，但一概斥之为“社会主义思想”，从不深究。国内一些人士则认为，蒙

古族文学落后，没形成什么“思潮”。如果有，那只是汉族文学的影子或“社会思想”的反映云云。本课题的研究，将填补这一空白，并

给那些偏见者以科学的回答，开凿蒙古文学思潮研究的先河。  

二、     本课题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课题由三个子课题组成：  

1．“十七年”文学思潮研究；  

2．“文革”文学思潮研究；  

3．“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上、下）。  

其基本内容如下：  

导论，包括蒙古族当代文学思潮概说，文学思潮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文学“命名”说起（包括“新中国文学”、“革命文学”、

“分裂文学”、“叛国文学”、“新潮文学”），“价值尺度”、“审美性”（文学性）的评判，研究当代蒙古族文学思潮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等；第一部分，“十七年”文学思潮研究：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运动、文学批评

（批判），蒙古族新文学批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政治界说，“反映论”与“表现论”的阶级说，蒙古族文学的

“民族性”和“民族形式”的大讨论；第二部分，“文革”文学思潮研究：含极“左”政治思想与文学激进思潮，“文艺黑线专政论”影

响下的“分裂文学”、“叛国文学”论，“三突出”论和蒙古族“文革”文学的政治意识，《镰刀斧头》、《红笔杆》（杂志）与蒙古文

学批判等内容；第三部分，“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上）：理论批评嬗变的内外机制，邓小平文艺思想，西方现代文论思潮的介绍、引

进与两种思潮的冲突，现实主义思潮的回归与新变；第四部分，“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下）：“人性”、“人道主义”的表现与蒙古

族“伤痕”、“反思”文学思潮，文体变革，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蒙古族“意识流”小说热潮，蒙古“朦胧诗”和“意象诗”新潮，蒙古诗

歌的“自我”表现思潮，与区域性文学之乡情、乡愁意识相辅相成的生存意识，民族意识与文学“民族性”的复苏等。  



在研究方法上，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利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批

评和文学现象理清、归类、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在具体方法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基础研究为主，针对各种思潮

的特性，进行综合研究。  

三、     本课题研究预计在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重大突破  

本课题将科学地阐明文学思潮与文学活动诸现象间的关联和社会意识形态之总体趋向对它的影响等问题。论证和分析蒙古族当代文学

创作中既富有反响又有特色的文学思潮，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概括。在蒙古族当代文学创作活动中，曾形成过多种文学思

潮，并对整个蒙古文学事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一些思潮虽没完全成熟，而只是暗示着某种趋势，却很有感召力，具有一定

的启迪性。各种文学思潮的形成，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成熟，表明该民族文学处于一种充满活力和富有灵性

的实践循环当中。通过研究，从理论与实践意义上证实蒙古族文学思潮的客观存在和实际蕴涵，并创立蒙古文学“思潮”研究分支学科；

发现用蒙古文和汉文（包括其它文种）创作的文本之间的连结点和内在规律。  

四、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使用单位及预期效果  

成果的最终形式为专著。使用单位为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甘肃、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八个省区的20多个高校蒙文系。做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材和参考读物；亦可作上述省区文化部门、文联、作协和文学爱好者的理论读物或创作手册；同时向国外蒙古

学界发行。两种效益均可观。 

五、     课题组成员及子课题分工 

本课题由博士生导师全福教授总负责。第一子课题由王海梅副教授（硕士、在职博士生）负责；第二子课题由王满特嘎教授（硕士、

再职博士生）负责；第三子课题由冬叶讲师（硕士、在职博士生）、全福教授负责。特木尔巴根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和金海副研究

员（硕士）分担第一子课题、第二子课题部分章节的撰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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