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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森　满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呈现出比翼齐飞的可喜局面，特别是一直相对薄弱的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更是呈现
出多向拓进的多元发展格局。一些过去未予关注或关注不够的研究领域和理论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少数
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等，都取得了进展和突破。

　　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及持续讨论，对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重新认识各民族

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协调发展对促进中国文化实力的提升以及促进民

族团结的价值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李晓峰和刘大先所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以

下简称《多民族文学史观》)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名课题研究的结项成果。这一成果在民族文学研究

及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突破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高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属性和功能的发现和多民族文学史观

的创立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自晚清发轫，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通史类、专题类、族别

类文学史数以千计，中国文学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是，自上世纪60年

代，学者们就注意到文学史写作中的视野狭窄问题，即大多数文学史只写“汉语的文学”或者“汉族的

文学”。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少数民族与

汉族文学的二元分置、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边缘化甚至被忽视等问题，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探讨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时，人们忽略了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文学史究竟具有

什么样的属性和功能？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学史？这些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根本

性问题。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以及持续的讨论、研究，正由此而来。《多民族文学史观》对这一

问题进行专门探析，提出，文学史是一种国家知识，这种知识在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爱国主义、公民意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中国文学史还具有增进各民

族之间了解，进而加深各民族团结的功能。在这里，作者是从国家整体立场的高度，揭示出为人们所普

遍忽视的中国文学史属性及功能这一重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多民族文学史观》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观、历史

观、文化观的重大转变、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丰硕成果、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转型的内在要

求，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寻找到了非常充分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书中写到：“中华多民族

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

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

辑起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范畴，包括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体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全部

文学成果。”

　　可以说，这种多民族文学史观，较为全面地对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进行理论确

立，从而为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结构关系，重

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史——或者还原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真实面貌开启了窗口，从根本上解

决了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关键问题。

　　正因如此，在该书作者看来，某些少数民族文学被忽视、少数民族文学难以入史、中国文学史多是

汉语文学史或汉族文学史等诸多缺陷，关键原因就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它不但遮蔽了人们对中国

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的认识，也遮蔽了各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并从根本上制约了中

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整体结构的建立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提出，展示了中国

文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图景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收藏文章

杜甫《望岳》赏析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白居易《长恨歌》赏析

阳光下的罪恶（3）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赏析

杜甫《春望》赏析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

杜甫《客至》赏析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二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社科网首页 | 客户端 | 官方微博 | 报刊投稿 | 邮箱  

首页 >> 专题研究 >> 民族文学研究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ywsy/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st_112329/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
http://literature.cssn.cn/wxs/
http://literature.cssn.cn/wxx/
http://literature.cssn.cn/bsh/
http://literature.cssn.cn/fwxz_2029/
http://wxpl.ajcass.org/
http://wxyc.ajcass.org/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zgwxndd/
http://literature.cssn.cn/wxrlxtx_2038/
http://literature.cssn.cn/xjyw/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
http://literature.cssn.cn/sjwx/
http://literature.cssn.cn/ywhx/
http://literature.cssn.cn/xzfc/
http://literature.cssn.cn/xrft/
http://literature.cssn.cn/lzpj/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
http://literature.cssn.cn/gjzl/
http://literature.cssn.cn/smwx/
http://www.literature.org.cn/Register.aspx
http://www.literature.org.cn/Member/Default.aspx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tgz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lxfs_2176/
http://hlm.literature.org.cn/
http://wlwx.literature.org.cn/
javascript:setFocus1(1);
javascript:setFocus1(2);
javascript:setFocus1(3);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1_4393265.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30_439330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7/t20060707_4393316.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zpxslz/201208/t20120807_4380477.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05_439898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3_43932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xdwxyj/201006/t20100607_4416369.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709/t20070914_4393894.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sljwxyj/200612/t20061212_44116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14_4399011.shtml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mzwxyj/


　　与中国文学史书写如影随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观经历了进化论文学史观、革命论文学史

观、阶级论文学史观、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社会主义文学史观的演变和更迭，也经历了上世纪末“大

文学史观”、“整体文学史观”、“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的热烈讨论。但是，这些文学史观从

本质上说，大都强调从某一特定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种观察当然是必要的，但无疑是不全

面的。

　　作为正确认识、客观把握、科学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文学史观，是由多种具有内在关联的要素组成

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要素的缺失或者变异，都会影响到文学史书写的面貌。正是从这一严谨而周密的

学理角度，《多民族文学史观》写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包含多民族历史观、多民族文学观、多民

族国家观、多民族民族观、多民族哲学观等不同元素的有机结构整体。这些不同要素决定着文学史的研

究维度、方法和方向，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制约和影响。

　　或许，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能认识这种新的整体文学史观的意义——

　　多民族历史观的缺失，使以汉族为凝聚核心，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扩大、加强的“滚雪球”

似的互动交融、同进共创的历史未能体现在文学的历史之中；

　　多民族文学观的缺失，使各少数民族独特、独有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史家”的关注

——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的口头活态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就是例证；

　　多民族民族观的缺失，使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忽视了多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属性，各少数民族对中

国文学的历史贡献因此被忽视；

　　多民族国家观的缺失，使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削弱，各民族的“文学公

平”在国家这一政治、文化特定空间中的地位当然无从谈起；

　　多民族哲学观的缺失，使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忽视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客观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文学向四周的单向辐射。汉族文

学给予其他民族文学以影响，各民族文学同样以自己的特质对汉族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各少数民族

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汇同样密切和频繁。

　　总之，正如《多民族文学史观》所总结的那样，民族、地域、国家等元素和观念在既往中国文学史

观中的缺失，是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往往被弱化甚至被遮蔽、忽视、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这

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该书作者认为，在文学史书写中要注意各民族文学之间关系

的复杂性，比如创作主体的多民族属性、多样性的文化与多样化的文学、多种文学传统与多种文学形

式、多语种、跨语种与双语创作等现象。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发现并指出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被忽视的时间与空间问题。

　　首先，在时间上，《多民族文学史观》认为，线性历史的时间观是描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简单、便

捷的方法论，但绝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尤其对经历了几千年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而言，线性历史

的时间观同样会遮蔽各民族的分进与融合、兼容与共生的复杂性。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

展的“时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是这些民族从自己的时间起点出发，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汇入中华

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每一个民族的不同时间起点便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历史起点的“多时间”，这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性。这种“多时间”既是对显在的线性历史时间裂

缝的弥合，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历史样貌的具体体现。“多时间”与“多历史”密切相

关，地理空间的广阔性、民族空间的多样性、文化空间的差异性是中国文学的空间特性。不同民族、不

同地域的文学风格存在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风格也存在差异。

　　此外，在空间上，中华古今各民族文学还具有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复杂性。不同民族文学、

不同地域文学、跨民族文学、跨地域文学，以及同一地域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民族不同地域文学、地域

文学与民族文学相重叠等复杂性，构成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体空间特性。中国文学多特质、多内涵、

多风格相统一的特征与中国文学空间形态的多元整体性关系密切，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问

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写出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和多民族国家属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

学史。

　　三、多民族文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将民族文学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贯穿《多民族文学史》始终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除了前面所说的，还包括对少数民

族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自我反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跨民族、跨文化、跨语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等。

　　例如，在“少数民族文学发生与学科反思”一章中，作者提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科学的建构与

扶持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体系化和学科化，系统地整理了各少数民



族文学遗产，推动了当代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命

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在客观上造成了某种分离，加之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将汉族文学等同于中国

文学的“传统”，因而，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往往不能非常有效地进行沟通。这种现状造成了较为

严重的后果：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往往只在少数民族及其相关的空间和语境中才能得到

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知识国家建构的有效性受到消解。“如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的传

播仅在少数民族范围，或者各民族文学(族别文学)仅在相对应的民族内部传播，这种知识仍然仅仅是一

种地方知识，只会增加本民族认同，而对国家认同则没有太大意义和作用。” 这样的思考可能是片面

的，只是一家之言，但却带给我们一定的思考。

　　但是，一种新的理论观念、体系的建立并不会一蹴而就。面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所形成

的固有的范式、观念，多民族文学史观从理论建构到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学史的基本观念，需要一

个过程。

　　为了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多维的文学史观、多

元的文学史书写，特别是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产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中

国文学构成的多元文明形态的关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较，对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属性的重

视，同样是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现代化要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力图要开拓的是一种当下的、实践本

位的、依然在发展变化的历史看法。它可以说是从宏观的、立体的、多维的角度，重新构思中国文学、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它所强调的是多元(差异)和认同(同一)的有机合一。就此而言，不惟具

有理论革新的意义，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在当今更加复杂的世界环境中，在

中国又一次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的多重挑战，在国家领土的完整、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

统一面临新课题的情势下，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维方式，亦将有利于坚持与守望中华民族的文

化地位与文化利益。

　　在当今以国家为政治单位的世界中，不惟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样是多

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少数族裔政策、文化立场、文学史中少数族裔文学的处理和结构方式可以作为一

种视镜，让我们更好地发现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观念、范式。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多民族文学史观》

专门设计了“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文学”一章，在“纵深的历史探讨和横向平行的比较眼光”

中，对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少数族裔、多元文化主义、现代国家意识、流散、跨界、世界主义等诸多

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少数族裔文学之兴起从来不是单纯的审美或文学问题，这就必然带

来美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如何协调与平衡少数族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成为一切多

民族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全球性的资源流动在晚近又带来和超越了国家范围的新问题，这一切都需

要我们重新审定少数族裔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我个人非常赞赏《多民族文学史观》中体现的这种国家立场、国家情怀，因为，有关多民族的一切

问题，都是在国家或者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最高层面来谈论的话题，而绝不是从某一封闭的学科、

某一研究“方向”或者某一研究方法(无论是人类学的还是政治学的)所能谈论的。因为，只有从国家的

高度，才能真正发现现实问题，才能洞察历史真实的现场和过程，才是对民族、国家真正的“人文关

怀”。

　　因此，《多民族文学史观》所强调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中的地位、价值，它对于国家认同，

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各民族母语文学跨民族传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揭示——在所有话题的讨

论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各民族文学的真诚关爱、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前景的忧患、责任与信念，都是

时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大力强调的，这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民族文学理论或者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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