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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文沙龙第35期·综述】中国古代民族文学

   

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的视域与方法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24  作者：陈博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10月12日，第35期民文沙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举行，活动主题为“青年

学者谈古代民族文学”。

　　民文所所长朝戈金在讨论中说，在某一领域有成就、有发言权的是专家之学，超越专家之学，需要跳出学科看问题，以广博的视

野，从不同学科和方法论中汲取灵感。因此，除了阅读作家文集，还要注重搜集相关的民族史料、著名人物和事件的回忆录等，全面了

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文学从口传到书面的转化、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等，许多学术生长

点在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上。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冲击，文学研究要与今天的社会发生关联，即学者应该有社会关切，若在解决基本问题

上没有说出有分量的话，那么学科发展将受到局限。理想的景象是，学者或作精细的文本研究，或作远程的大数据分析，或作更为宏观

的研究，写出气势宏大的著作。所以，对青年人而言，阅读的速度和眼界需要进一步提高。

　　民文所党委书记李进峰在讨论中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展现历史的中国、全面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坚

定中国文化自信，需要从古代文学研究中寻找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与互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过程。各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学是枝叶与主干的关系，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因此要赋予民族文学研究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时代意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民

族文学研究者应感到自豪和自信，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三大体系”建设；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民文所左杨、杜旭初、包秀兰、陈博涵4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专业，针对如何切入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以及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和研

究视角，与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

　　左杨通过对《鹤年先生诗集序》《〈皇元风雅〉序》等篇章的细读，以戴良与丁鹤年交往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元明易代之际遗民

诗人心态与诗学观念的一般性特征。陈博涵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切入元代民族文学研究，对元代两都制和巡幸制影响下的多民族诗人之路

进行详细分析。包秀兰以族别文学研究为中心，集中探讨清末民初以伊希丹津旺吉勒、贺喜格巴图、尹湛纳希、古拉兰萨为代表的蒙古

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杜旭初对何谓语文学以及如何使用语文学方法研究学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在评议环节，民文所编审汤晓青提出，转型期作家文学的学术资源、理论资源是多渠道的，要注意作家接受新思想的不同路径，在

中华文学共同体语境中阐释族别文学。这是一个从里往外、从外往里的过程，要站在中华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大框架下看待族别文学，如

此才能对其进行恰当定位。此外，语文学关于文本对校对勘的方法，对民族文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民文所研究员杨霞在评议时说，分析作家作品要有一个时空维度，既要在历史坐标中确认作家、作品的位置，又要在美学和艺术领

域中阐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研究而言，需要具备历史的、批评的和审美的视角，在扎实的文献功夫基础上，积极开

展与口头文学的对话，汲取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

　　在讨论环节，民文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提出，青年学者要善于结合语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多学科

支撑能推动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如何由古代文学研究进入民族文学研究，有一个转型的问题，研究者要区分古代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

古代文学研究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互涉领域，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的青年学者要加强对话，在学术互动中走出属于

自己的道路。

　　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参与了此次沙龙。

　　（陈博涵）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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