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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谈当代民族文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24  作者：麦芒 足悦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10月26日，第36期民文沙龙“青年学者谈当代民族文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

所”）会议室举行。本期活动由民文所助理研究员宋贞子、博士后巩晓悦主讲，民文所研究员杨霞、刘大先评议。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民文所所长朝戈金及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其他高校师生参加。

　　宋贞子以“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本的重构意义——从《春香传》到《春香》”为题，介绍了在朝鲜半岛流传的关于春香的民间传

说、盘索里（说唱艺术）《春香歌》、古典小说《春香传》、长篇小说《春香》。宋贞子以大量史料为据，梳理了现存《春香歌》《春

香传》的多种刊本，从最早的创作本到手抄本、木刻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说唱艺人整理的说唱本、改编本、作家文本等，表

明《春香歌》《春香传》也同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一样，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本的相互转化过程。《春香传》在朝鲜半岛

的传播过程，超越阶层、跨越历史、超越时空，在韩国甚至得到了“国民文学”的美誉。自20世纪初至90年代，仍有韩国作家改写、重

述这部经典之作。宋贞子认为，我国朝鲜族作家金仁顺改编的长篇小说《春香》颠覆了传统《春香传》的叙事模式，在“春香母亲形

象”“无法改变的命运轮回”“真实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交相辉映”三方面表现出作家创作的独具匠心，其重构的意义是对民族身份认

同、朝鲜族女性品质、当代中国女性人生态度的深度考量，丰富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民族性、中华性与世界性交融的审美

意蕴，对多民族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具有启示意义。

　　巩晓悦在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相关绘本创作探析”的报告中认为，当下所说的“绘本”是由文字、插画及装帧设计等共同构

成的一种书籍形式。绘本借由图文叙事，能够全面调动人的感官系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原

创绘本的内容涉及多种题材，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相关内容集中在创世神话、民间节日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当下的绘本创作

有必要发掘共同记忆的历史。当下绘本的改编及讲述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保持鲜活，讲有生命力的故事。二是关注自身，从

“小日常”绘本中吸纳经验，个人的生活经验、感觉经验及情绪经验都是十分值得展开想象、进行创作的内容。三是立足本土传统，综

合利用多媒体，让历史“动起来”。

　　在评议环节，杨霞认为要带着批判性眼光去看待当下的绘本创作现状，更加理性地思考绘本的价值以及在文化传承、艺术审美、意

义阐释中发挥的作用；绘本作为图文结合的文本，其中的图像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媒介，是当代文化形态转变的表现之一，这种转变背

后是文化被进行了浓缩式展现，这是值得探究的课题。她肯定了宋贞子的选题，认为朝鲜民族的经典之作《春香传》是从口头文学到书

面文本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口头说唱、民间故事一直都是书面文本的源头活水，两者之间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

过程，而是复杂的、多面向的，它们之间已经构成了相互转换、彼此丰富的互文关系。重述神话题材的小说是新时代作家把说唱传统、

神话叙事思维重新赋予“新话语”的审美创作实践，不仅注入了新的想象力，也自觉地传承了古老的传统。

　　刘大先谈到，我们现在身处的文学语境已经处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原有的疆界已被打破，文学的功能与形态也趋于多样性，

当下的研究者必须对“当代”有清醒的认知。绘本的创作体现了当下文学及文化生态的这种转变，因此对于相关绘本的创作研究要继续

深化下去，把思考具有中国气派作品的创作可能作为关键问题。针对宋贞子的报告，他认为金仁顺的《春香》不能说是从口头文学而来

的，而是基于口头传说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后定型为书面文本进行的创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已经对作者的民族身份、地域文化、性

别属向做出了界定，其中对其最早的身份认定是“70后”作家。《春香》这部作品恰恰显示出一种时代精神，作者以一种疏离的、旁观

者的态度和世纪末的情绪，进行个性化和性别化的叙事，对此我们无法忽视。在讨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本时，应该将其放在当代的视野

当中。春香故事怎么演变成《春香传》，再到《春香》，对这个过程的梳理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

　　在讨论环节，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认为，绘本的“中国风格”“民族形式”都需要探讨，其中涉及民族精神具象化等问

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陈静认为，要关注绘本领域的海外最新动态以及中国本土的绘本创作者以往取得的成就，由此思考民族自

信要从哪些层面被认知的问题。民文所副研究员杨杰宏指出，《春香传》的流传时间较长，流传范围不仅在朝鲜半岛，还通过京剧、越

剧、潮剧等戏曲形式在我国传播，其为何能够经受住时空考验，仍要予以深入研究。民文所副研究员吴刚在主持活动时表示，此次沙龙

主题涉及文化和历史传播，所选话题很有现实感，也具有挑战性。策划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研讨研究范式和方法，以点带面，总结

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的特点，推动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

　　（麦芒 足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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