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1.1 404 
Object Not 
Found

 

 

   | 站点首页 | 学术动态 | 学术著述 | 经典专题 | 学人漫记 | 资源下载 | 在线翻译 | 留 言 簿 | English Version |  文贝论坛

   

 您现在的位置： 文贝网 >> 学术著述 >> 中外著述 >> 新专题 >> 正文  

 
   转型期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热      

转型期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作者：古远清    转贴自：光明日报    点击数：1170    更新时间：2005-5-23    文章录入：小猪 

 

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30年严峻对峙的局面开始松动。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中国内地的台港文学研究，从1978年开始酝酿（以《花城》创刊号所发表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正式开展研

究如果从1982年6月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快有20个年头了。 

中国内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从介绍台湾香港两地的作家作品开始的。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是大学教材和作品选。这对普及台港文学知

识，改变台湾文学只是通俗文学、声色犬马文学、腐朽颓废文学的看法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些选本是从台湾出版的带圈子色彩的选本中选

出来的，因而它们代表性不够。在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封祖盛用力极勤，但他的《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以白先勇等旅美作

家代表台湾现代派小说，极不全面。 

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中国内地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出版远远走在《香港文学史》撰写的前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文学比

香港文学成就高，研究的空间大，另方面也因为最早的一批台港文学研究者多为研究台湾文学出身。 

在中国的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中，潘亚暾以起步早、成果多及全面开花引人瞩目。但他的“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和发挥

了“领导作用”的观点，的确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目前写得较有水准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笔者是主张像王剑丛那样走私

家治史路线的，但集体编写仍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法，且经刘登翰策划与统稿后在不少地方能超越别人。相对台港文学研究，澳门文学研

究最为薄弱，但也有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由于研究范围大、搜集资料不易，因而其研究成果不如台港文学突出。但也有三本影响较大的著作，即除潘亚暾的《海

外华文文学现状》外，在他之前还有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和陈贤茂最近主编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 

中国内地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最先称“台港文学研究”，附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之外。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研

究者们越来越感到“台港文学”乃至“台港澳文学”的命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华文

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丰富得多的概念。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

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外，还涵盖了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用秦牧的话说来，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

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

港及澳门文学。而华文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用华文以外的

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非华裔的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可称为华文文学。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台港澳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直至“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使用，标志着从课题性的命名到一门学科的初步确

立。这门草创的学科研究对象，首先是中国内地以及台港澳文学，可第六至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没有一篇论文研讨中国内地文学，这

一偏颇，到了1997年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会议，已有所改变。当然，为了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加以区别，“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国文

学，不以内地为重点，而以台港澳文学为主体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门学科另一个研究对象是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但存在着海外华文文

学与“台港澳文学”时有交叉的情况。像旅居北美的聂华苓、陈若曦、白先勇、欧阳子、於梨华以及北欧的赵淑侠，他们作品的选材以及

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人们容易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台湾文学。至于新加坡的黄孟文、泰国的司马攻、马来西亚的云里风，由于他们落

地生根认同了当地文化传统，作品带有浓郁的南洋色彩，因而他们用中文创作的作品，已不属中国文学或侨民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东南

亚华文文学。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必须再次强调“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人文学”的区别。前者是从“语文”、“语种”方面着眼的，不分国籍，即不论中国人或外国

人，只要用中文创作的文学，是为“世界华文文学”。后者是从“种族”、“种裔”方向规范的，是专指中国人及其后裔用中文或其他国

家的文字创作的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亦不同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即前者的研究范围小于后者，后者是指不用华文写作的文学，

作者多为非华裔的外国人。前者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华文，作者亦多为华人。 

“世界华文文学”当然更不等同于“中国文学”。前者的地域宽广，使用的语言只有一种，亦可称为“华语文学”或“汉语文学”。后者

的地域只限于神州大地，其语种除汉语外，另有许多兄弟民族文学（如藏族文学、白族文学等）。 

“世界华文文学”也不等于同“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着眼于世界，后者则从中国本位着眼，容易引起中国以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反感。与

此相关的是“世界华文文学”有无中心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心”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文学就是“中心”。《新加坡作家报》有人撰文表

示不同意见，认为各国华文文学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母体与子媳的关系，如果承认“中心论”，就会出现狂妄自大与妄自菲薄两个极端。

也有人认为如果有“中心”，也是多中心，而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关于这种争论，其实意义不大。对中国作家来说，不应以主流自居歧视

别的国家的华文文学。别的国家的华文文学作家也不应以本土性为名完全脱离中华文学这个“根”。各国华文文学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

繁荣。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命名的科学性及这门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已先后有多人论述过。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既具有世界

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续性，又有交融性。它是一门考察语种文学的学科，是一门探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将“世界华文

文学”从别的学科独立出来，不仅扩大了文学学科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直接的促进作

用。 

回顾中国近20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们有理由为已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同时也预感到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将有可能产

生新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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