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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论著提要： 

  解放前朝鲜族小说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初。但由于各方研究者（包括中国朝鲜族学者和韩国学者）的自
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未能对解放前的朝鲜族小说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把解放前的朝鲜族小说作为世界
韩民族文学史中的一个类别，将之体系化，赋予其客观价值，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将中国朝鲜人小说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部分进行了考察。 

  初期小说主要包括1920年代中后期的朱耀燮、崔曙海等的作品，他们将中国经历写进小说，但主要是在
韩国国内发表作品的。在他们的小说中，中朝两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他们把民族文化
冲突同贫富矛盾联系起来，形成了新倾向派小说的一条脉络。 

  中期小说是指193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这时移民文坛在当地形成，也出现了当地出身的作家。这一时期
小说的主要特征为对移民生活的关注、对身份认同意识的追求。前期开垦者的苦难及战胜苦难的意志，与当
地中国人的矛盾及矛盾的解决，建设第二故乡的问题等，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得到集中体现，并由此逐渐形
成移民小说的独特个性。其代表作家为安寿吉、金昌杰、姜敬爱、朴启周、玄卿骏等。安寿吉、金昌杰等是
在当地走上文坛的，并主要是在当地文坛活动，而姜敬爱、朴启周、玄卿骏等则不仅在当地文坛，而且在韩
国文坛也很活跃，体现了两地文坛的紧密关系。 

  后期小说大体上包括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前半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小说由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日本
帝国主义的言论审阅制度，批判性和抵抗性逐渐削弱，挫折情绪泛滥，世俗化倾向趋浓，甚至出现迎合体
制、与体制携手的倾向。对于这些作品，现有的研究大体上是将之打上“国策文学”或“亲日文学”的烙
印，全面否定其价值。但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妥协的痕迹，同时也体现移民的生存意志。但是不管是表现移
民的生存意志，还是与体制的妥协，都属于韩民族精神史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冷静地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 

  至少可从两方面来寻找其原因。第一，可以看作为朝鲜族移民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妥协。朝鲜族移民为
了应对原住民的排斥实现永久定居，首先要图谋与原住民共同生存的方法，而无法顺利实现时，则不得不借
助日本殖民主义势力。可以说，这是双重性的身份认同，即作为韩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与作为满洲国国民的
国民身份认同引起的。第二个原因是，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日本的殖民主义话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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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歪曲鄙视韩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想要培植皇国臣民的意识。这些话语与开化期就开始
传入的所谓现代科学文明同时进入被殖民者的意识之中，尤其是日占后期，殖民地的国民不知不觉地成为日
本帝国主义的共谋者。 

  本专著用朝鲜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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