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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课题名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项目牵头负责人：邓敏文 

主要参加者：刘亚虎、罗汉田  

起止时间：1996—1999  

 

 

【主要内容】   

 

    本课题以中国南方(含中南、东南、西南)古今各民族文学及相关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各有关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含平行关系

和交流关系)及发展演变研究为基本内容；以各有关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历史事实作为研究重点(含与国内汉族及国外有关

民族的文学交流)；以探讨各有关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及发展变化规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最终成果提要】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项目。作者用数年时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并经过深入探讨研究，揭示了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发展演变规律，说明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

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本书的出版，在这一学术

领域填补了空白，对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通过专家鉴定--由邓敏文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已于7月24日通过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有关专家鉴定。该书由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邓敏

文、罗汉田、刘亚虎三人撰著，分上、中、下三卷，共110多 万字。专家鉴定组在鉴定结论中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是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题，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从文学角度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确描述中国各民

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渊源和现状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该书与同类著作相比，“不仅在广度上进了一步，更在深度上充

分发挥三位作者的研究功力。阐述富于逻辑性，探讨较为深入，有不少创见，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屈原与楚辞》，对楚辞与南方各民

族文化的关系挖掘比较全面，言之成理；《南方各族的汉文创作》对汉代至唐宋汉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作了较深入的描

述，脉络分明；《南戏传奇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对南方少数民族剧目受南戏影响的考证，多有见地。关于南方各族文学对中华

文学的影响，该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中国文坛多南风”等，从文学影响的双向运动的角度阐明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辐射力，

确为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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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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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相关文章

· 清代拉卜楞寺与新疆蒙古部族关系史考述

·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引发的思考

· [扎拉嘎 汤晓青 ]实践与理论并进

·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 [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

作者邓敏文的相关文章

· 贵州省黎平县侗族文化进课堂

· 侗族大歌的抢救、保护、继承与发展

· 中国民族文学学术史

·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

· “侗人文化家园”有个务工技能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