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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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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日前，由中国辽金文学学会、《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社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辽金

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的6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回顾新

中国60年来辽金文学研究的成就，对近期辽金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探析。 

  近年来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日益得到提高，辽金文学的历史文化意义逐渐显现。辽金文学学会于2002年成立，促进了辽

金文学研究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认为，辽金文学学会是容纳了众多知名学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已成功举

办了四届研讨会，承担并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社科基金和古籍整理项目，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为辽金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人才基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辽金文学学会会长张晶指出，新时期以来辽金文学研究队伍不断成熟与壮大，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如

胡传志、赵维江、汤晓青等，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元好问全集》、《全金诗》、《全辽金文》、《河汾诸老诗集》等文

献研究专著和《辽金元文学研究》、《元好问研究论略》等学术史著作也相继出版。 

  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辽金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尤其突出，涉及的文化模式复杂多样，其文献资料少而文化

遗存多。它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既要放在各民族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又不能脱离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历史背景。《文学遗产》

主编陶文鹏说，对辽金文学的研究要注重多学科和多手段的融合，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结合家族研究、地域研究和田野调查等

方法，使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提出建议：全面整理和出版辽金文献，改变过去只注重少数大作家和个别

著名作品的状况，全面开展对辽金时代作品、作家的研究;提倡把辽金文学领域从文学研究扩展到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等领域，从

而取得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作出贡献。 

  与会代表提交了40余篇学术论文，涵盖了辽金元文学的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文献研究等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拉嘎研究员

《展开四千年前折叠的历史》、黑龙江大学薛瑞兆教授《论金代文化的历史渊源》、暨南大学赵维江教授《女真族的汉化进程与词学兴

盛》、辽宁师范大学李成教授《民族文化融合是辽金文学发展动力》等分别从地域、民族、历史等不同维度审视辽金文学，彰显了理论

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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