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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回望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10-14  作者：纳钦

　　2021年8月27—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回顾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70余年的历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与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没有党的民族政策就不会有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发展动力，使

之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党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使中华文化根深干壮而枝繁叶茂的成功典范。

　　创办民族学院 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创办八所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领

导下，以延安民族学院为前身的中央民族学院于1951年在北京成立，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成立，标志着国家一级少数民族文学学

科的诞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前后，党和国家陆续创办西北民族学院（1950）、贵州民族学院（1951）、西南民族学院（1951）、中

南民族学院（1951）、云南民族学院（1951）、广西民族学院（1952）、新疆民族学院（1952）七所民族学院，在短短几年内搭建起少

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结构。学术体系建设也随之展开。

　　1951年始，中央推进少数民族识别与论证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调查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三大调查，吸引八所民族学院师生

数千人参加。调查历时10年，搜集到大量资料，其中包括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打下资料学基础，同时培养了

学术梯队，孵化了学术成果。在民族识别和语言文字调查中，先后帮助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

佤族、黎族、景颇族、土族12个民族创制16种民族文字，做到了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少，一个民族都不落后。这些民族虽

然曾缺乏自己的通行文字，但有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在有了自己的通行文字之后，把那些口头文学作品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使之成

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1958年7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出席会议。中宣部指示精神很快

得到落实，两年后的1960年，在三大调查基础上已有蒙古族、藏族、白族、纳西族、壮族、彝族、苗族、傣族、土家族9个民族的学者写

出各自民族的文学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6个民族的学者写出各自民族的文学概况。有了资料学基础、田野研

究方法、人才梯队和文学史研究成果，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体系建设初具规模。随之，话语体系建设也得到了推进。作为学科核心概念，

“少数民族文学”一词在1949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发刊词》中首次由茅盾提出。后来，老舍于1956年2月召开的中国作家

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

在1958年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座谈会上，何其芳提出的中国文学史不能仅仅是汉族的文学史，要编写民间文学史

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动议成为共识，从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规定框架下建构起少数民族文学史话语体系。

　　此外，口头性与民间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特征，而这一点契合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性”要求，少数民族文学也因此成为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了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党和国家支持发展各级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教育，推动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出版，建立广播设施，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围环境。

　　图片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与研究成果 作者/供图

　　纵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它并非由单一民族或几个人口多的少数民族自发联合推动，而是由

中央发起并通过制度安排自上而下积极推进。创办中央民族学院等八所民族学院形成学科体系架构，以三大调查为引领形成学术体系基

础，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为依据形成话语体系主线，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立学术机构 建设“三大体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坚定地支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最后20

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重整旗鼓，开拓进取。1978年冬，全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选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为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研究发起总动员。1979年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召开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决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会议还促

成了国家一级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诞生。1979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1

月，国家一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200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此有了专门从

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国家一级学会和学术机构。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建立语言学、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壮侗语族语言文学、苗瑶语族语言文学、蒙古语族语言文学、突厥

语族语言文学6个硕士点，成为第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

大学）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专门发表

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期刊《民族文学》；1981年开始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颁奖，推动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

繁荣。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成为第一个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期刊，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1995年，中央民

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成为国内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

高级人才。由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建设更上一层楼，学术体系建设也全面铺开。

　　1984年出台的中宣部7号文件《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为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体系建设明确了新定位，提

出了新要求。在该文件精神要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同时，全国各有关单位

掀起新一轮三大史诗等民间文学的搜集高潮。

　　在此期间，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同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云

南、甘肃7个省、自治区，成立“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开展大规模《格萨（斯）尔》搜集抢救工作。此后，以《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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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连续被列入“六五”至“九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项目，学术共同体也得以塑造，相关学术研究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其中，三大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树立了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术标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概论》、“中国史诗研究系列”等一系列学术著作系统地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学

和中国史诗学话语体系。

　　21世纪前2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可谓转型升级，继往开来。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

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各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教育体系也更加完善，一些综合院校也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课程。少数民族口头

文学遗产搜集研究工作与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机结合，《格萨（斯）尔》《玛纳斯》等史诗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民族文

学》，并从2013年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人才、扶持翻译和出版、加强文学批评与研究等方面予以支

持和投入。200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馆。少数民族文学保护和研究项目连续被列入“十五”至“十三五”时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重大项目。

　　在学科建设蓬勃开展的同时，学术体系建设也不断取得成果。资料学建设硕果累累，《格萨尔精选本》《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

《格斯尔全书》、《玛纳斯》（汉译本）、《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蒙古英雄史诗大系》等重要学术资料相继出版。《中国各民

族文学关系研究》（上下卷）、《口传史诗诗学》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出版，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空间。部分学者长期参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工作，以专业知识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占三分之一。

　　话语体系建设也有了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族别文学史写作以及八九

十年代整体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引向了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史写作这一新维度，为写作全面立体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做了准备。其二，

2004年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创办“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推动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形成。其三，新一代学者借鉴国

际口头传统研究前沿理论与方法，更新国内学界的观念和话语，开启本土诗学建构之旅，在国内外学界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作为国家工程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在某些方面完成了转型升级，向更加体系化、制度

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重视文化传承 共同繁荣发展

　　党和国家非常关心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三大史诗，称之为

“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认为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市考察工作期间观看

《格萨（斯）尔》史诗表演后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

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

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大史诗及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视和肯

定，同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怀与支持是一脉相承的，相关重要论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

部分，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在党的领导下，以国家工程形式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一方面帮助无文

字民族创制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其口头文学遗产，另一方面把有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加以整体搜集和研究，尊重各民族文学的

政治地位，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为55个少数民族创造了各美其美的文学学术花园，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

治理念。第二，从族别文学研究延伸至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考察，让各民族文学学术在中华文学花园里相互欣赏和借鉴，既各美

其美，又美人之美，展现了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团结互信、共存共荣的中华民族美好精神境界。第三，在多民族文学交流与互动过程

中，培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品格，让各民族文学学术美美与共，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使中华文化根深干壮、枝繁叶茂，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第四，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

大体系”建设得以长足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属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

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

纽带，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20ZDGH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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