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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九五"国家重点课题名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九五"国家重点）  

 

项目牵头负责人： 郎樱、扎拉嘎 

起止时间： 1997-2000  

 

 【主要内容】  

 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就研究对象来说，是中国境内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少数民族

的文学总和。本课题将在全面、系统把握各民族文学贡献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我们将重点研究

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学的贡献。侧重于探讨和阐发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各民族文学总体发展中的特殊贡

献、独有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学史中的地位；第二，重点研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文

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多向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既要阐述汉族文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又要阐明少数民族文学

对于中原汉文学的影响。此外，还要探讨文学交流与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等与“关系”研究密不可分的理论问题；第三，在“关系”

研究中，既要寻觅各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又要探寻其与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文学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

还要展现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历史不同阶段上，由于交流互动而带给他们各自的促进作用。此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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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相关文章

· 清代拉卜楞寺与新疆蒙古部族关系史考述

·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引发的思考

· [扎拉嘎 汤晓青 ]实践与理论并进

·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 [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

作者郎樱的相关文章

· [郎樱]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

· 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哈萨克史诗的专著

· 中华文学格局中的《福乐智慧》

·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

· 《突厥语大辞典》的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