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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学研究走向多元化

──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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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11月14日至16日，由《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发起，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  

  本次论坛对于旧有问题的拓展与深化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深入阐释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关纪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化所含的民族多样性被忘却，国族概

念被想象为可以用主体民族来替代的倾向，既伤害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纷呈，又伤害了祖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及对这一局面广泛

的心理支撑。张直心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范式的匮乏和批评话语的单调，提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合而不同、同而不合的创作

方向。吴刚认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在独立、融合、衍生的过程中，无论是纵向的历时性，还是横向的共时性，实际上在走一条个性、趋同

的道路。  

  第二，比较、分析多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龙符认为应强调“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这样才能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

及其文学更多、更持久的关注，有利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查拉多几认为“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并非贬义，而是一种客观描述，从文学

的角度来看，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多民族文学”意义更大。既反对汉族中心主义，也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所有作家的文学创作

都应是自己的生命体验。  

  第三，民族志方法的实践。刘俐俐从对《红蝴蝶》民族志分析解读的经验中，提出了民族文学文本的民族志价值及其研究方法问

题。提出应将民族文学放置在超越单纯文学的大文化视野上：一是把民族文学文本当做民族志，二是文学研究者转换成人类学家，从理

论上将人类学视角、民族志方法与作家作品研究融合。  

  第四，对民族文学作家历史观与历史叙述的考量。马卫华认为民族文学家应有自己的历史观，在民族史的叙述中应坚持历史正义

观，传扬民族精神，找到不同民族精神发展交融的历史。胡沛萍认为可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置放在平等的位置，多角度的编写

文学史，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  

  第五，身份认同与危机仍是一个热点话题。王一燕将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澳大利亚多民族文学进行了比较，分析作为中国主要民族的

汉族在移民澳大利亚后的身份认同与危机问题。汤晓青认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具备多重身份，面对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作家需要足够的

政治眼光和人文关怀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作出贡献。罗安平指出目前少数民族媒介形象的建构中存在脸谱化、失语症，民族形象刻画的

真实性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及其自我认同的影响等问题。  

  新理论的构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民族文学多重创作视野、创作目标的讨论。姚新勇指出少数民族文学需要一个转向，从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转向建构中华

多民族的文学。在理论批评方面既要警惕民族本位主义，又要克服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忽略与漠视。徐建新认为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主

要有三层，第一层是民族视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已成为多向书写的资源。第二层是国家视野，56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视野，这一

视野仍在建设中。第三层是国际视野，探寻真正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文学世界，并为此目标搭建必要的学术和社会平台。  

  第二，对单边叙事特征的考量。欧阳可惺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单边叙事的现实，即在文本叙述中鲜有他者的形象和语

境，这一特征在90年代后尤其明显。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应表达更多的民族叙事，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叙事都是区域性的，但不是单边性

的。  



 

  第三，关注母语文学的翻译问题。李晓峰以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的个案研究为例，引出关于母语小说的创作和传播问题。母语文学在

翻译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文化元素的丢失，翻译如何贴近母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重要元素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5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学术资讯的相关文章

· 关于做好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公告 

· 武寅出席第六届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

· 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 文化部等八部委共同实施的西藏古籍保护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