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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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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文艺研究》编辑部等九个单位发起，由湖南

科技大学和湘潭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5 月 13 日 至 17 日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自 

1997 年厦门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以来，时隔八年，来自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五十余位学者又汇聚一堂，为文学人类

学的发展倾注深情。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讨论。  

  一、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二十世后期，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机制的全球性扩张，理性和物质变成统制人类的异已力量，

人文精神全面失落，作为“人学”的文学也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圣性和感召力，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文学何去何从？是与会学者

首先关注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指出，，与知识全球化伴生的人类学为文学带来了福音，在人文科学的普遍危机中，人类学却杀出

了一条生路，以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为媒介，给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学科带来广泛的影响。在这个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学与

人类学的联系得到空前的加强。二者的科际嫁接或跨学科转基因杂交，在学界催生出诸如“文学人类学”、“人类学诗学”之类的新名

目。近二十余年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似乎清楚地预示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在面临着一种可能的变化格

局。叶舒宪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回应。山东师范大学鹿国治提出“整体思维中的跨文化阐释”作为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一个维

度，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应该运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借助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宽广的胸怀、宏阔的视野、多重的证

据法，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一种整体把握和内在透视。他强调当下文学研究应具备人类整体观念和文化对话意识，把原始与现代相

贯通，把人类的相关知识领域相整合，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相联系，并特别关注文学中具有有人类特性的文化因子。中国文学人类学安

身立命的本体应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解构，是对人为对立的一种和解，是对文学对象的一种“以物观物”式的通体的透视。  

  二、原始主义与原型批评。 作为文学人类学 批评的 基本思潮或方法，原始主义和原型批评是与会学者关注较多的议题。厦门大

学彭兆荣把人类古老的仪式提升到文学人类学研究“原点”的高度，认为文学的叙事并不刻意于人类生命过程中生与死的自然演变，却

着力于自然的生命现象之于仪式的完成。比如《哈姆雷特》中克劳迪斯杀死老国王的情节，就是原始氐族部落的“杀老仪式”在文学中

的复现。四川大学王菊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来关照彝族的文学文献，分别从文献中的神话叙说、与神话对应的仪式展演、叙事中的原型

母题、潜在的仪式话语四个方面，阐述了文学与仪式的种种关系。兰州大学程金城梳理了与哲学相关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现象，勾勒出荣

格原型理论的线索，并把把原型从形态上区分为意象原型和意义原型，对原型概念及其理论做了个性化的理解和阐发。湖南科技大学潘

年英试图在原型中寻找民族性。通过对“侗族作家丛书”的分析，发现这些作家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诉说，无论诉说怎样的故事，他们的

“原型”和“意象”好象始终不变，故乡世界始终是生命存在和写作冲动的巨大背景。但同时又对民族作家民族性的保持心存忧虑，认

为目前这一代作家尚可通过“故事情节”来完成“民族性”的书写，下一代作家的“民族性”书写则恐怕面临着危机。四川大学谢美英

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原型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肯定了叶舒宪对原型批评中国化做出的贡献，把近十年大陆原型批

评论文归纳为弗莱理论研究、理论经典解读、中西理论比较和文本分析四类，并分析了原型批评在中国传播晚、接受快的原因。  

  三、文化与文本。 如果把文本看作一个宽泛的概念，许多与会学者都涉及了这一议题。吉首大学陆群、罗康隆认为，沈从文的湘

西作品系列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湘西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

“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有关湘西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度描写”。中国社科院刘宗迪试图对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进行

文化探源，认为它是中国上古历法中“苍龙纪时”制度的产物，伏羲的原型是春天的龙星，女娲是秋天的龙星，伏羲女娲交尾图是春秋

的象征。四川大学徐新建通过对“长江故事”的人类学解读，揭示了长江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族群标志和国

家象征的漫长历程。强调应当区分“自然的长江”和“文化的长江”，前者或可与人类无涉，后者却与人类的认知相关——随着认识者

视野的开拓以及彼此间交往的展开，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才得以产生。与徐新建类似，广西民族学院马卫华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流

行革命歌曲为研究对象，发掘出引人注目的国家民族想像，这些想像可用民主中国、独立中国、团结中国、前进中国、理想中国和先进

中国一系列“中国形象”来说明。清华大学皇甫晓涛以“云南符号”为个案，指出这一符号包孕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待于深入的文化

测绘。并就文化资源如何进入文化产业的资本和市场，提出非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技术投入、文化政策制定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为

人类学的现实参与提供了一个典范。  



 

  四、文学与性别。 与会的几位年轻的女学者对文学与性别的人类学阐释表示出特殊兴趣。陕西师范大学权雅宁从人类学视角对涉

性文学进行透视，深刻揭示了人、性与文学三者的关系。涉性文学的圣洁与肮脏二重性是由于早期人类对性的公私分离，公类的性作为

高媒礼典的国家行为抽象而神圣，私类的性由于和群体、国家利益的远离而肮脏。当下文学中的“性泛滥”与全球化文化背景下中国文

化对西方文化的融汇有关，当下涉性文学并不起到解放人性促进自由的作用。湖南科技大学袁三英有感于以往性别研究对女性之间的关

系关注较少，尝试在人类学的视野下，以女性关系为切入角度，由张爱玲人生的“传奇”进入其作品中“传奇”的解读，深入探讨了女

性意识觉醒前女性因自发反抗而形成的“女性相煎”关系。山东师范大学葛荣玲发现《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孙悟空无性别，哪

吒始终是男童，都没有真正的性别身份。通过跨文化阐释，认为这两个神灵身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中的阉割情结，而这种父阉子的情结，

是深深植根于封建社会父权文明中的。河南科技大学许智银分析了《聊斋》中的一个女性形象黄英，认为她不同于其它狐鬼妖魅，而是

自始至终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是作者蒲松龄心目中理想的“人”，反映了作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  

  五、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学科建构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湖南科技大学杨昌国认为，文学人类学学批评带有先

验色彩，如原型批评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原型而无需证实的。因此，在学科建构中如何与在中国做为主流的唯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体系调解，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湖北荆门大学王轻鸿认为，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结合在拓展文学批评空间的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它在资源选择上拆解了宗教文化模式，在提炼方法上摈弃了先验论的求

证方法，在价值取向上纠偏了专注原始野性的偏狭视角。最后，叶舒宪就学科建构做了总结发言，认为“学科”一词隐含规训人控制人

和分门别类整合人的之意，提倡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上宜持开放的眼光。马克思是反学科的，真正的智慧是任何学科也限制不

住的。学科永远在更新，大浪淘沙，对学生过分讲求学科不太适宜，会造成他们生命的浪费。我们应该相对把学科对人的异化程度减少

到最低限度。但他同时又指出，把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结合做学科建设还是大有工作可做的。首先，可以编写一些入门的教材，但不

要定于一尊以免限制学生。最好把中外做得最好的人类学著作该翻译的翻译，该阐释的阐释，然后推荐给学生阅读。有教材比没教材

好，但边界还是不要划死。再次，做学科建构工作要持他者视角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东方作家习惯于迎合标准来创作，实际上是上了

殖民的圈套，应该提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他者化倾向。后殖民知识和文化相对主义是相通的，不光是东方被西方遮蔽，国内大部分

少数民族的声音也被遮蔽。文学人类学就是要关注被忽视被遗忘的大多数，改变过去一家独尊的文学格局。文学要关注文化的多样性，

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都是人类千百万年来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延续存活下来的，都是至宝。最后，如何重写文学史。文学人类学

将把目光投向各个多声部的、少数民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口传的文学，写出一种鲜活的文学史来。这也将是文学人类学对中国文学

研究和国际人类学研究做出的一个很有份量的贡献。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口传文化与书写文明、文化与记忆、文化与图像、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的文本特征等议题进行了热烈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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