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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的中华底蕴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06-07  作者：记者 项江涛

　　为促进北方民族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加强民族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深

入，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京举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学研究再起航”学术研讨会。

　　民族文学研究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本着建设民族文化、重构民族精神的目的，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丰富多样性，文学也具有了多样的面貌和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从跨学科研

究角度看，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率先践行了立足文学学科，广泛吸纳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理念和技术路线，

极大拓展了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维度，也对相邻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中，我国学者一直坚持立足本土传统，

同时广泛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展望未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需要在学术上开拓创新，也需要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丰富价值与意义，是促成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认

为，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基本政策对所有民族的平等立场。在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建设和

维护中，我们看到了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大框架下对相关理论的完善。这一转变，既承认不同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充分尊

重不同文学所拥有的作为文学的基本权利及其在文学大概念下的同一性。这对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推进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

发展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传承老一辈学者的开拓精神

　　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多方面意义。其中，三大史诗《玛纳斯》《格萨尔王》《江格尔》抢救工程是全国民族民间文学界

的重要工程，推动了中国乃至国际史诗学的建设。与会专家就《玛纳斯》的研究历程表达了心声。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邱运华看来，三大史诗抢救工程是中华民族史诗文化抢救工程之一。前辈学者郎樱等人为中国玛

纳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开启了新中国玛纳斯学术史的先河。他认为，郎樱对《玛纳斯》的研究思考，有两个重要特点。其

一，把《玛纳斯》史诗作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把学术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地结合起来，赋予中

国玛纳斯学以崇高地位。其二，把《玛纳斯》视为柯尔克孜民族历史与当下生活紧密联系的活态性传承，是活着的史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介绍，郎樱由《玛纳斯》史诗的翻译工作开始，进入更广范围的北方民族英雄史诗

及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之中。其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从史诗的翻译与传播到文本的美学分析与历史探源，从区域史

诗比较到中华文学通史观的形成，从主题与形态的理论探讨到动态田野的文化自觉，见证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民族民间

文学研究范式由“民间文艺”到“中华文学”的演进。

　　郎樱等学者对《玛纳斯》史诗的调查与翻译、对史诗艺人表演与创作历程的长期跟踪观察，不仅为拓展和丰富《玛纳斯》史诗的文

本发挥了切实具体的作用，而且为揭示中国史诗的活态属性与多样化特征、阐发民间文学中个人创造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进

而推进中国乃至国际史诗学的建设，贡献了富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成果。朝戈金表示，在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和各民族文学研究

的版图中，如果缺少了前辈学者的贡献，那么学术的代际传承和学科布局皆不会有今日之成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看来，历经艰难发展，我国的玛纳斯学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并

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一支生力军。我国玛纳斯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各民族几代学者勇于开拓的结果。（记者 项江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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