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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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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在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的学科。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又是有着丰富的文学资源、多样的文学形态、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宽广的学术前景的学科。今天，

在全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着学科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

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

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的蕴涵量极为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各少数民族创制和使用的文字有30多种，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文字的

古籍，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的史料和文本。在汉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在各民族的民间流传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中，

有关资料也有着大量的遗存。如何解读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资料，进而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无疑是一项极为艰

巨而有意义的基础工作。与汉语文学研究的文献资料的详备和系统化相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仍有很大的差距。无

论是重要文献的版本考订、文字训读，还是口头文本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汇编出版等一系列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都与我们的研

究工作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需要我们各民族的学者为之继续努力。 

  现在，人们已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如何具体而准确地描述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就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客观地认识和

评价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呈现为什么样的状

态；同时也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

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研究理念的更新。我们必须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生命状态呈现出来，凸显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性，借鉴和

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在研究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学现象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仅仅是将各民族的文学材料依据传统的文学

标准进行分期分类，然后再将它们机械地填充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

中，为自己的民族文学以及汉语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许多贡献。我们要向世人展示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更要通过对于少数民族文学

中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的学术阐释，将长时期以来被人们视为边缘学科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

整体学术格局中，进而完整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研究中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工作进展很快，例如，民

族文学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课题，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各个历史朝代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情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将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学者们已经为这样一个具有学术

价值的理论课题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发展很快，一批具有全新的学术背景，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不同民族的

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并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这是我们的学科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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