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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开拓性的厚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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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整体性思考，思考它的中国本质，思考它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生存结构，思考它融合多元的生命过程，一

直纠缠在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之间关系这类问题上。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的文学长期拥有我国这种多区域多民族文学互动交

融的生存状态和合力机制，讲清楚这一点，就讲清楚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点和文化哲学，讲清楚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差异及其独

特的贡献。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档次很高的、

足以代表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实力和水准的书。这本书集中关注的就是这个极其重大、而过去又少有人悉心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我

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怎样走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因为有多民族的存在，就存在一个多而共存、多而互动、多而趋一的历史难

题。中华民族的巨大生命力就体现在对这一历史难题的辉煌的超越。就此而言，这本书在学理上可以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它对魏晋南

北朝时期辽东和陇西的地域文化的清理，对唐宋以及唐宋以前西域佛教戏剧与中原戏剧关系的梳理，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文学史分而言

之，不应忽视的是文学天才和个性创造；总而言之，更应该强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中国文学史应该认真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

能够形成的内在的精神过程。我们在100年内，写了1600多种各类文学史。但是谁来自觉地、直指本原地关照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

神历程？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共同体在数千年多部族、多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复杂过程中，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现

在这个样子？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从何而来，因何而成，由何而去？这些精神脉络，为什么不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去思考，而是找一些

西方的思想概念来套用？当然，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和学科体系，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文学的原始欲望、内在需求、表现形态，对于我们

加强学理思辨、建立文学学科而使学术现代化，对于我们超越传统文学思想的狭隘或者混乱而建立开放的世界意识，都有本质性的价

值。但是，创新之道，一是原始创新，二是集成创新，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讲立足于中国经验的原始创新，只是一些表

面的概念引进而不作深度的消化和转化，在集成中任由中国智慧缺席，这样形成的文学史思路，能够反映出我们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

的精神脉络吗？我们不能脱离自身的精神脉络来思考我们的文学过程，而应该如实地承认中华民族的文学就是多民族共同的文学。 

     书中从满汉文化的交融，而不是从静止的现实主义观念的角度来考察《红楼梦》，就得出了不少与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相称的、

新鲜而深刻的见解。它认为，北京满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兼融满汉，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而形成一个混合的文化，并反过来影响汉族

文化的形态和发展；并且辨析出北京满族文化的“有闲性”，以及满族文人并不擅长八股文章而喜欢“杂学”，这在主要人物贾宝玉身

上就有深刻的投影。满族重小姑的风俗，屡见于清代稗史的记载，有所谓“北地佳人少小时，养成性格含娇痴，闺中行乐随年换，世上



 

闲愁百不知”，这也渗透于大观园钗裙的持家、结社、饮酒、赛诗一类日常生活之中。《红楼梦》语言的高雅有趣，又注重人物身份、

场合和分寸，也和满人汉化中的贵族性、有闲性不无关系。如此分析，就通过一个经典文本，透视了中国多民族关系中复杂的精神脉

络。 

     由此推导出第二个问题，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存在着一个中原与边疆之间频繁交涉、互推互补的“合力机制”。每一种力

量都主动地追求各自的目标和理想，但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某个目标和理想的径情直遂，这里存着过多的变数、复杂的曲线，以及中断

和延续。当然，汉族作为一个主体是很重要的。汉族亦非纯种，夏、商、周来自不同方域的部族集团进据中原并开发中原和扩大中原，

很早就活跃在中原一带的山戎、犬戎、洛戎、陆浑之戎、赤狄、白狄、长狄、东夷、淮夷等，都随侵吞、联姻、迁徙，大部分消融在中

原汉民族的母体之中。该书在描绘对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关键作用的神话历程中，揭出了从族群神话到帝系神话的模式转换，或如

顾颉刚所谓“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即把方神之间的空间分布转换为帝系之间的时间承袭），精神指向渐趋于大一统。这种互相竞争

又互为包容的共同体意识的率先整合，使中原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融合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和辐射功能。对于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

体，这种凝聚力和辐射力使其文化生命力在复杂的民族碰撞中不致于过度耗散和中断。由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宋朝文化的重要性，值得

强调的是，宋朝人把文化的脉络连贯起来并把它锤炼得非常精粹了。宋代的地盘很小，但却把文脉、诗脉和史脉、道脉都联贯论证，创

造发挥，成绩斐然。因此，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愈来愈严峻，直至把南部王朝压垮的时候，道、史、诗、文四脉依然得以延

续，人们超越种族界限欣赏和取法程朱理学、通鉴史学、欧苏诗文之学，于此获得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之所以能够形成现在的共同

体，是由于中原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加上边缘的活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的文学史不应该满足于“一加一”式的罗列，要关注这个加起来背后的合力机制问题、文化哲学问题、文化动力问题。文学

的存在是多维度的，有物质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个体生命的维度，等等。这些维度是怎么样互相作用的？

这本书以丰富的抄本资料和口传资源，梳理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孟姜女故事、董永天仙配故事、朱买臣及蔡邕的婚姻家庭故事和唐皇李

旦的落魄故事。这些中原故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改编和再创造时，曾结合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信仰、审美理想和艺术形

式进行了深刻改造。 

     由此引导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能否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探讨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及其内在的文化哲学，对于文

学史研究者而言，就不仅仅只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文学基本理念问题。提倡“重绘中国文学的地图”，就是要使我们对民族文学的

认识从汉语官方文字的记载中，还原到广袤的土地和复杂的人群的历史精神变动过程中来，在漫长曲折的时间维度上增加复杂、多层的

空间维度，调动丰厚的资源以支持新鲜的学理探索。所以，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成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一般

文学史的共同观念。切不可认为研究哪个时代的文学，就只需钻研那个时代的文学文本，对于与文学相关的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等学问，可以不闻不问。如果我们要将学问做大做深的话，就需要把边缘文化和中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把汉族文化和少数

民族文化智慧融会贯通。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应该都有这么一种愿望，有这样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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