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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之美”：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青年学者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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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2009年3月21－22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南开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美人之美’——跨学科

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教授到会讲话，对论坛的

举行表示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关纪新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

尹虎彬研究员等资深学者，以及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青年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刘俐俐教授、张毅教授、

王志耕教授、李玉平副教授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等近30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美人之美”是以“和而不同”为人类理想，超越“各美其美”，强调超越单一的民族文学理论视野，在跨人类学、民族学、传播

学等多学科的宏阔视野中，综合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发现、分析和总结当前乃至历史流传的民族文学文本的文本形态、特

质、乃至翻译流传及相关现象，进而加以描述的理论总结。青年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问题出发，基于所选个案和扎实材料，

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专业知识，就“美人之美”的可能性、意义、个案中呈现出的蹊跷、民族文学与叙述等不同层次的问题，广泛讨

论，形成了诸如“美人之美”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是完全可能的，研究路径与基本学理等思想成果。论坛得到了与会专家特别是北京

方面赴会的专家极高评价，认为是国内选题前沿，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务实、扎实、充实的学术会议活动。据悉，此次会议议题

是刘俐俐教授近年来学术研究凝聚而成的思考，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研究员的赞同而发起的。论坛上刘

俐俐教授做了“‘美人之美’——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可能与意义”议题阐发。（李长中） 

“美人之美”：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青年学者论坛（首届） 

论坛主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和繁荣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现象。当代民族文学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学相比，其

形式和内容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发生影响的因素更趋复杂，当代民族文学无论从丰富程度还是从艺术成就上来看，都产生了一

些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因此向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我国民族文学研究主要分布在如下几个学科领域：其一，现当代文学学科。一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教师和学者在进行相关

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文学史范式中展开。其二，民俗学学科。这个学科的学者从民间文学及民俗学扩展到当代民族文学研究。他们的研

究大多在民俗学固有的范式中展开。其三，文艺学学科。这个学科的教师和学者主要从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范式中展开有关民族文学的性

质、批评方法及实践的研究。其四，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这个学科的一些学者由于从事外国文学和理论的研究，熟悉相关情况，

因而从比较的角度涉入这个领域，对我国当代民族文学进行分析和研究。事实上，当代民族文学处于民族文学古今传承之中，介于文人

创作和民间文学之间，更受到当代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学思潮及理论的影响，因此，虽然对象的名称没有变，但是作品的实际已经发生

了复杂的变化，比如民族作家的人类学写作等。对此，我们需要具有自觉的意识，把民族文学放置在古今中外宏阔的跨学科视野中，即

在继承创新以及吸纳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中，对当代民族文学予以创新性的理解，尝试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并以此为基

础，对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和批评，在实践中发现各种理论尚未表述和概括的文本现象，努力提出新的总结概括。这

个工作的结果，其理论成果属于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其批评结果则属于民族文学，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设也具有意义。  

  所谓“美人之美”，源自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2月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建构美好社会的十六

字方针。这一方针运用到民族文学研究中来，所谓“各美其美”的含义，就是说如果用已有的民族文学理论为依据来进行批评研究，固

然能够发现和概括出具有民族自我认同或体认的见识，但是“身在此山中”则会遮蔽更有价值的见解。因此我们需要“美人之美”，其

含义就是前面所说的，超越民族文学理论的视野，在跨学科的宏阔视野中，综合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来发现和分析总结当代

民族文学文本的特点，确认其价值。“美人之美”对于学者有着较高的要求：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自觉方法意识、开阔的学术眼界

和理论思考能力等等。  



  从目前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动态来看，可以作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之借鉴的领域和资源大致如下：其一，人类学资源。

已有的研究表明，20世纪后期发生在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写文化”或“文化书写”问题，激发了与此相关的“人类学诗学”和“民族志

诗学”诸流派的学术转向。在这个转向中所生发出来的超越社会形态、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宏阔人类学视野，以及“深描”等方法可作

为民族文学理解和批评的资源。其二，民族学资源。目前国外民族学和后殖民理论等后现代理论紧密结合，形成不少新的理论和方法，

可为民族文学理解和批评的资源。其三，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民俗学原本就与民族文学具有密切关联，至于叙事学，如果将其看作

人类叙事现象的理论总结，则可能具有更多借鉴的维度和意义。其四，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资源。  

  举办青年学者论坛，旨在将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学理论和研究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予以整合、总

结和提升，争取形成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学术方向。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举美人之美”——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青年学者论坛，所强调的宗旨是：在跨学科的宏阔视

野中，自觉采用各种方法，面对当代民族文学优秀文本，分析其文本形态及特征、总结民族文学的艺术成就与性质，探索民族文学批评

的方法，以求对民族文学做出当代意义的理解和概括，寻找文艺学和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推进其发展。  

  在“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总议题之下设计如下具体议题：  

  1、民族文学理论的当代理解和表述  

  2、民族文学批评范式及理论的现状、对策和设想  

  3、各民族优秀文本分析和批评个案研究  

  4、民族文学文本形态的现象及理论问题研究  

  5、叙事学与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6、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7、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述评  

  本次青年论坛以跨学科的宏阔视野搭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平台，通过对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判，发现尚未

表述和概括的文本现象，对当代民族文学予以创新性的理解，并尝试建设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论坛秉承学术自由精神，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互相争鸣，鼓励年轻人开拓思路、求实创新。  

  首届主办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  

  论坛举行时间：2009年3月21日—22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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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民族文学理论的相关文章

· 中国民族文学60年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民族

· 梁庭望：中国文学史需要重新书写 

· 文学史，电影史，文化史：20世纪美国人文

· 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史》 

· 携手将民族文学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