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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不断增
强文化自觉与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族团
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报》特邀理论评论
家包明德、刘大先、李晓峰、邱婧，围绕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成就，重点聚焦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畅谈
自己对这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刻感受，对新时代少
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进行回顾、梳理
与总结，并就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深切的展望。

一
记 者：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全面繁荣发展

的时期，少数民族作家阵容强大，优秀作品大量涌现，理论建
构和评论工作持续推进，翻译出版不断加强，我国各民族的文
学创作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生态。这其中尤为显
著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时代责任感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不断加强。

包明德：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根脉与纽带。
积极推动、共同建构优质进步的中华文化，是我国各个兄弟民
族经世历代的共同追求与坚定信念。从春秋战国到晚清近现
代，从文化形态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性到方法论，形成了突出鲜
明、一脉相承之中华文化观念。在这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各少数民族努力学习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积极翻译、评
介、传播和吸纳汉民族的文化典籍，从而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
创新与发展，也不断浚通文化心海的暌隔，促进了各个民族的
团结融合。与此同时，汉族文化知识界也发现了边地兄弟民族
文化的新奇、鲜活与优长，遂倡导也要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美好
的方面。主张谁做得好，就应向谁学习。“夷狄得礼义则中华
之，中华失礼义则夷狄之。”这里的文化内涵固然狭窄，性质也
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一以贯之地呈现了我国先贤包容、进
步、辩证、统一的中华文化观及其博大格局。

文学艺术传播性强，受众面广，影响力大，历来是文化风
貌的鲜亮标志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各民族作家以他们的特有气质、天然悟性
与文化自觉，凭靠《民族文学》等报刊以及国内相关岀版社，创
作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丰富和拓展了新中国文学的版
图，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脚步。他们文学创作中所充
溢的艺术品格与文化精神，为一体多元、多中显一的中华文化注
入了新鲜的活力，显现了中华文化强盛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这
是对我国从古至今文化建设与发展经验的提炼与总结，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化建设学说的精髄。这对我
国各民族文化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势必使之焕发岀
更大的文化创造力。

就我个人视野来说，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突出地
表现出了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在新中国接
受培养和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丹增的文学创作历程与成果
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同频共振。他带有浓厚自传色
彩的散文集《小沙弥》（2013年）选入《江贡》《童年的梦》《生命
的意义》等17篇作品。这部散文集语词婉约、余味悠长，体现
着诗歌的意蕴，从塑造人物的维度上看又很像小说，题旨始终
如一。作品民族叙事与家国情怀交替演绎，艺术地再现了小沙
弥的成长历程，呈现了西藏神秘的历史文化在新中国主流文
化的激发、引领下，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化现代性进程之
中。作者把生命经历与个人成长审美化，体现着一位藏族作家
的爱国情怀、文学感悟与文化关怀。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
2020年创作岀版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把艺术触角
深入到更为广阔的草原深处，把叙事焦点放在具有红色基因
的蒙古族少年身上，讲述了铁木尔等乌兰牧骑的孩子们在假
期的奇遇与收获。这里有风景、有知识、有歌声、有舞影，更有
风趣的故事和纯净的心灵。《乌兰牧骑的孩子》把散文的美妙、
诗歌的韵律、音乐的节奏、民间文学的纯净，在作品中完美地
融为一体，如同草原上微拂的五色清风，给各民族少年读者带
来草原文化和大自然真实的气息。满族作家赵玫的历史小说
创作，呈现了一幅盛唐政治、文化的全景图，展现了中华文化
的向心力。

二
记 者：如何建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一

直是民族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可以感受到，少数
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在新时代焕发出了
新的生命活力。

刘大先：的确，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
诸多可能性和巨大的潜力，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分享了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和长
足的发展。这方面尤为突出地体现于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以及
新生代学者的出场。略举代表性的丛书，如“文学理论与民族
文学研究丛书”中，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
究》、刘大先主编的《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
究》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吴重阳的《中国少数民族
现当代文学研究》、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
究》等；“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刘
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
孙诗尧《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邱婧《凉山内外：转型期
彝族汉语诗歌论》、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等。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得到了来自从上至
下、各民族的不同部门、机构、人员的合力推进。2012年被视
为“少数民族文学年”，标志性事件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
颁奖。同时，各个民族地区也纷纷组织了各类文学奖和文学活
动。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从2013年开始
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
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

支持和经费投入。此后，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
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扶持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集》丛书编辑出版项目等纷纷展开。

邱 婧：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可以
分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
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
比较研究。

在聚焦构建学术史方面，实际也是学术界反观、反思、持
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文坛的百花园中，各少
数民族文学的新时代创作川流不息，如何立足现场做一个即
时的记录与批评者？这些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时间，是时候
思考和总结了。这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多民族
文学论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路作用。诞生于18年前的“论
坛”，每年一度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设”
展开对话式研讨，在近十年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积淀，代表
性成果有李晓峰、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
问题研究》及其修订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转型》、汤晓青主编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等著作，彰显了
论坛的原创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概念及立场。

近十年间，活跃在本领域的学者们著述颇丰，有学者发力
于文学史编撰，也有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折射出的理论
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工作。
按照时间线梳理，包括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2013），欧阳可惺、王敏、邹赞的《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
建构》（2013），罗庆春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
学理论与实践》（2015），姚新勇和邱婧主编的《多元一体视域
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2017），杨彬的《当代少数民
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2019），朝戈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
研究70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部分（2020），李晓峰主编
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2021）等。

另外，需要提及的还有《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这一
重要的学术话语平台，这份由中国作协主办并得到国家民委
支持创立的民族文艺专题刊物，是与以刊载作品为主的《民族
文学》杂志并行的另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平台，发表刊载了
大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论和动态，参与建构了中国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近十年间，梁庭望、刘大
先、李晓峰等多位学者在《文艺报》发表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现
场的年度综述及各历史时期综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
话语样态、题材内容等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从而间接观照了新
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我也有幸参与了多期综述的写作，
受益匪浅。

三
记 者：在这种日益丰富与活跃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

评发展中，其关注点和热点有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给
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

李晓峰：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重大
转型，理论批评关注点和热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和传承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文学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多次提到《格萨
（斯）尔》《江格尔》《玛纳斯》在中华文化宝库和中华文学谱系
中的地位、价值。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史诗、神话等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突破。在
二者的同频共振下，一方面，中国史诗整理开始向“系统集成”
升级，如300册的《〈格萨尔王传〉大全》、30册多语种的《格萨
尔文库》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则出现了由史诗文本研究、艺人
（歌手）研究，向史诗学和口头传统理论的转型升级。而且，有
些成果在世界史诗学界和民俗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朝戈
金的《“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全观诗学”论纲》
等，作为标识度极高的中国学术话语，可以说是新时代面向世
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型，
是以各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为历史和现实
逻辑起点，向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升级和聚焦。从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的延续，到以“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题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的举办，再到一大
批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研究各区域民族文学之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文学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标志着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和升级。我认为，这其中，总结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聚焦建设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文学主题，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阐释少数民族文
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的新变化、新担当、新使命、新创造，
将会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到长远的引导作用。

再次，近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趋向发生了许多新
变，特别是关注现实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脱贫攻坚题材、抗疫
为主的抗灾题材等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这些创作新趋向
进行了及时跟踪评论。这些评论与以往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是共同特点。我个人认
为，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表达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作品应该受到特别关注，文学批评不仅要充分重视和肯定
这一创作现象，同时也要用客观、科学的批评，在创作与阅读
或者说传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家的责
任和使命。因为历史地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类文学
的母题。不同的是，在新时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思想内涵，如何去把握这些
特征，阐释这些内涵，发挥文学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优势和使命，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必然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
性和长远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趋向正日渐明朗，少
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邱 婧：十年的新变需要我们回溯历史。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就开始
步入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与此相呼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研究与批评也在同步生长，这一时期的理论批评，围绕着少数
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作家文学改编、为少数民族文学建立“主

体性”、集中编纂各民族文学史等核心议题展开。进入1980年
代以后，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已经尘埃落定，而新一轮的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大潮开始兴起，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们突破了以往
整齐划一的“边疆-中心”抒情模式，开始探索更加多元化和多
样性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界
也迎来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著作之一是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这部1995年出版的学
术著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了奠基性的作
用，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
框架，尤其强调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是极富价值的民族文
化创造。在《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起到了开路和示范作用后，
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
展态势。

十年来，新一代的青年学者在新时代民族文学理论的滋
养下成长，也因多样化的话语平台而笔耕不辍。在网络田野作
业更为便利的时代，他们致力于根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场，
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出重要
的资料性贡献。比如李晓伟观照“80后”“90后”青年少数民族
作家群体，苏涛对现代以来的回族文学史进行观察，汪荣立足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现场进行研究，等等。这些青年学者的
研究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文学层面的
研究支撑。

四
记 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种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

开拓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影响也在增强。新时代少
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中对多元方法论的借鉴有什么新特点？

邱 婧：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也分别有学
者应用了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世界文学、文学人类学、博物学
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和概念。
这类著作有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黄晓
娟、晁正蓉、张淑云等合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
究》，钟进文主编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等，观
照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视域近年来不断拓
展，如将地方性与族群性融合的区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将性
别理论引入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
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传播与媒介
研究，以及新兴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等从不同路径切入
的研究也纷纷兴起。相关的成果，如任一鸣等著《新疆当代少
数民族女性文学初探》、罗庆春（阿库乌雾）的《双语人生的诗
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
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王志彬的《山海的缪斯：当代台湾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樊义红的《文学的民族认同特征及其文学性
生成：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汪荣的《历史再现与
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等。

具有节点意味的事件是，201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三家编辑部联合主办
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诸
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会发言，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
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
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其未
来进行展望。其后，《文史知识》于当年第6期开辟“‘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学”栏目，陆续发表相关论述。“中华文学”的提
出，接续“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和“中华文学通史”等综合研
究的理路，试图全面继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遗产与经验，并在
前人基础上萃取理论概念，预示了新一轮的总体性研究范式
的到来。

五
记 者：对于今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什

么样的期待或是建议？
包明德：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学的繁荣，在对各民族文学

发展的理论批评中，也体现了话语的更新。民族文学比较的要
旨：一是阐发共同性，扩大普遍性，画好同心圆；二是开掘新质
性，互补共促，拓展文学的丰富性与内生力，从而揭示我国文
学体系结构性的逻辑关联。老舍的作品充溢浓郁的京腔京韵。
曹雪芹是亦汉亦满，亦南亦北。文学现象繁杂纷纭，奥秘无穷，
妙趣横生。所以，在阅读把握与理论阐释上，应规避浅表、单向
或非此即彼的偏执。“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在汉语文学中
研究曹雪芹或老舍，也应该述及其旗人文化心理的方面；而在

基于民族文学立场观照这类作家时，也要论及他们在汉语文
学流脉中的地位与作用。”屈原、李白以及白居易，他们的名字
与诗作，灿若星月，光曜中华，为各族读者礼敬、崇仰和学习。
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不乏汉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
的状况。在这方面，王蒙创作并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
小说《这边风景》，堪称是一个范本。王蒙深入生活、讲述记忆，
一得不矜、立意高远的文化姿态与创作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总结和学习。

刘大先：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一定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也即
它作为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学术规划，在多元共生格局的
描摹、概括与展望的同时，需要走出话语的分歧，加强对中华
文化共同体的强调，从而具备总体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关怀。
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提出一种“作为中国
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在《文学的共
和》一书中也是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并结合中国现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本土理念，切入
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生态与批评现场，即将人类
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
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等诸多所谓“跨学科”的
层面交织起来，进行理想类型的归纳和总结。

一切理论与批评都必须具备现实感，也即鲜活的中国当
代多民族文学的现实与变化才是未来理论批评发展的基点。
无疑，我们如今面临的是文化融合的现实，不仅各民族文化之
间彼此交流交融的广度与深度增加，同时人文与科技、现实与
虚拟、经济与政治、生命与精神、资本与艺术等原先认知框架
中似乎是判然两分的范畴也日趋融合在一起。这使得我们无
法孤立与抽象地讨论某种单一的、绝缘的“民族文学”，而必须
将其置入到“中国”“当代”“全球”的语境之中。一方面认识到
各民族文学在语言、技巧、地方传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异
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要确立共生、共享、共通与共进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一轮学科、方法与理论的整合。我
期待今后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能突破身份和族别拘囿、跨
越学科框架和观念束缚，呈现出区域联合、横向学科互补、多
媒体介质与跨文化交流的风貌。

六
记 者：从理论角度而言，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不断

繁荣发展的同时，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才能从“高原”走向
“高峰”？

包明德：少数民族留存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岁月的洗礼与人文的检验，臻萃为民族文
化身份的重要标志，积淀成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我国向来重视“非遗”的保护、开发、创新与升华，近年来又作
岀系列部署、岀台系列举措。2022年8月，专门召开了全国“非
遗”保护工作会议。我国当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史诗、
民间口头传承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只有熟悉《格萨（斯）尔》
等史诗和民间口头文学，才能更好地读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
埃落定》《云中记》，方可领悟梅卓作品《神授·魔岭记》之神韵，
等等。《云中记》是作家阿来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
创作的小说。作品以举国上下抗震救灾为背景，塑造了灵魂人
物阿巴形象，表达了对河山的崇仰与刻骨的乡情。文化的建
设、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创作都不能脱离文明的积累与当今的
实践，阿巴这个形象就是作者从远古的史诗、民间故事与口头
传说中捕捉，并在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加以过滤、提炼、加工
后塑造而成的。在作品《尘埃落定》中所塑造的傻子少爷形象，
与民间传说中的阿古顿巴，在形与神上都有着或隐或显的联
系。阿来能在创作中把汉语的博大精深与藏语的灵幻有机融
合、熟练运用，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畅达的叙事张力与新
奇的艺术魅力。在建设中华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蒙古族作
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所表现的价值元素，就是要
坚定智慧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使之有效地服务于各族民
众，这与国家现代性文化建设形成有机的转化对接。作家乌热
尔图的脑海中，满载鄂温克族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梦想，反映
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就是对山林的依恋、对动物的珍
爱、对生态文明的呼唤与坚守。

此外，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是历史、哲思、价值、诗情与艺
术的有机结合体。在民族文学创作经典化求索的路上，必然与
民族叙事、家国情怀、文化方向及人类眼光相遇。人们欣喜地
看到，崇尚国家统一和文化强盛、讲好中国故事、传扬中国形
象，是各民族优秀文学的主旋律。读者期待我们的民族文学创
作会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拓辽远，攀登新的高峰，奉献出更
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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