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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作者：汤晓青

【打印文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迅速发展，在民族民间文学的口头传统、多民族古代文

学关系、现当代民族作家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文学资源的发掘、学术空间的延

伸、研究思路的拓展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扎拉嘎研究员的专著《比较文学：文学

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是我国古

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该书选择清朝蒙古族和汉族的文学关系作为研究方向，在作者多年对蒙古族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以

及蒙古族说唱文学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这一现代性的研究课题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理

性思考。全书分为“文学翻译中的主体选择与创作萌动———汉文小说蒙古文译本研究”、“蒙古族话

说中原———故事本子新作研究”、“蒙古族题材长篇小说的诞生———尹湛纳希的蒙古文学重构活

动”、“这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哈斯宝与他的文学活动”四编。该书通过大量的文献资

料，特别是立足于蒙古文学的翻译家、作家和民间创作的多种文本，对蒙古族与汉族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所作的分析，揭示了一部汉

族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古文经过了怎样变化等规律性问题，显示了作者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学术功力。  

  该书在简要分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之后，提出从学科的研究对象看，应当“将一国之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归入比较文学

的范围”。作者认为，比较文学于一般的文学比较，有根本的不同。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哲学概念的阐发中确立自己

关于比较文学理论的解释。作者认为，比较文学是研究文学平行本质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比较文学所关注的几种文学

关系之中，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概念的基石。作者是借鉴几何学的“平行”概念来表述自己对不同民族文学间关系的理

解，即“用平行表述事物的双重关系”。他最为看重的是“平行本质”所表现出的某些事物或系统相互之间既不相交、也不分离的双重

关系状态。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或注重不同的文学现象的“同质”关系，或注重彼此间的“异质”关系，该书作者特别强调还有“平

行本质”关系，并将这三种关系通俗的表述为：“相同、相异和亦同亦异的三种形式”。 

  其次，界定了“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的三个范畴。一是在文学内部的由不同民族文学、不同语种文学、不同文化的文学和不

同国家的文学，各自不同成员之间，分别组成的若干组平行本质关系。二是在文学外部，以作为艺术之一种的文学为中心，与艺术其他

门类之间组成的一组平行本质关系。三是在文学外部，以作为思维之一种的艺术内的文学为中心，与非艺术思维的人类思维领域其他门

类之间组成的一组文学平行本质关系。  

  再次，分析了“平行本质”的四个基本类型。作者在书中对“共时平行”、“历时平行”、“同层平行”和“异层平行”四种类型

作了具体解释。 

  关于如何把握研究对象的“平行本质”特征，作者从清代的蒙古族和汉族的文学关系的实际出发，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

法，即构筑平行比较的平台。作者认为，文学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在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处理平台；翻译中的选择和改

编，则是解决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审美系统的审美处理平台等。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对“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这个理论

命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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