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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探讨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打印文章】

（在成都首届“民族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提要） 

很高兴能与各位学长及朋友们相聚。我愿在这里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

通力合作，感谢徐新建教授等朋友的辛苦操持，使我们的这次学术论坛得以顺利举办。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我们的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研究，一直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中。其实，这种尴尬远不自今日始，早在20年前就已经

为界内所关注，这些年来，学界同仁们也曾为改变这一状况作出了诸多的相应努力。然而，其收效还远未接近期望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的西风东渐，我国的人文科学思维经历着种种显见的蜕变，而这些变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及

民族文学学术构成潜在而深刻的关联与对接。正是在此种形势下，我们愈益感觉到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新的发展契机业已出现。这次论坛

的发起者，就是看准了这一契机，试图通过一种“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自由对话形式，来结识、沟通和聚集一批学术诤友，切磋琢磨，协调推

进，争取凭借不懈努力，打造出一方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新平台、新天地。 

在此次会前的准备阶段，徐新建、姚新勇等朋友，建议我来提供一份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理论探讨的回顾性说明。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大

致厘清接续下来深入相关思索的前提。我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勉强，是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回顾，显然不是一个较短的发言所能包容；而且我个人

的研究经历与视野也有局限。不过，我以为他们的建议毕竟是有意义的，这里，我就想尝试着从我个人所参与过的部分工作出发，来介绍一些有关

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回顾20年前，我国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理论建设，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白纸一张。十年浩劫过后，思想解放，文化复苏，许多民族的书面

文学异军突起，一时间少数民族作家辈出作品辈出落红渐欲迷人眼，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大量崭新景观之一。但是，当时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

性阐释却极其缺失。人们要探讨民族文学创作，还往往会被“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一类的初级问题所困扰。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当具备

的基本质素是什么，其走向成功的学理依托、艺术保障乃至于整体方略是什么，大家都不甚了了。假如可以大胆地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连民

族文学何以安身立命都不很清楚。那时候，文学的民族性常常被肤浅地理解为民族生活场面的表层图景；而因为文革中文学为政治所牵制而造成的

心理反拨，也使一些作家每逢听到文学要有时代性就产生反感；更有一些民族作家，从刚登上文坛就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出身做本钱，以为吃民族

文学这碗饭，大可不必经过艰苦劳动就能轻而易举地成功。（也许今天在座的朋友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客观情况，然而事实如此。）正是针对

这样一些反映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主体建设上的倾向性问题，1986年初，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在京举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少

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那次会议虽然谈不上有根本性的理论建树，却的确具有筚路褴褛、投石问路、解疑释惑、正本清源的开拓之功。会议的

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当年晚些时候同时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两家刊物上的一篇署名两刊评论员的文章《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中间。文章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基本研讨，可以大致归纳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

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在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时，必须确立一种宏观判断

意识，并在这种宏观意识的引导下，选择一条既有文学的共性追求又有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突破的道路；在今天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文明昂扬奋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既要在创作中突出表现文学的民族特质，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

民族特质的单向强化，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铸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而文学是靠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艺术功力的提高仍应成为

各民族文学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懈要求。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记得这篇文章刊发之后，作为执笔

者，我曾经多次听到或读到一些少数民族知名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意见；随后更不断地见到多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及论文从各自角度呼应了“三个

支撑点”的提法。当然，这种关于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的理论简述，在我们今日看来，实在有些“小儿科”，不过，请大家别忘

了，这就是20年前，更准确地说18年前，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建设能够企及的初端理论预设。我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也就是从这样的ABC蹒跚起

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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