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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近年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全球化与本土
化、多元性和一体性、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多重语境中
探求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时俱进，在古代
民族文学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家作品研究等领域
都有颇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生命
力和凝聚力。

一、古代民族文学研究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种思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
所体现，并融合到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2022年度的
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立足文献，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学互动交融
的历史事实，再现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韩高
年的《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
通》提出，以“诗骚传统”贯注其中的历代汉民族文学都对历史
上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对
中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既补充其形态，也赋予其活
力。董希平的《论辽宋文学的互动特征》、刘成群的《论元代北
方文脉》、周兴陆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与文化认同》、
龙正华的《羌笛意象与盛唐诗歌》从辽与宋的文学互动、北方
文脉对理学元素的吸收、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现象
及盛唐诗人品笛、咏笛之风等角度出发，论述其都是中华各民
族之间相互欣赏、相互影响的典例，实现了多层面的文化交流
与交融。

古代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他们自觉地
学习和效仿诗书礼乐，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契丹
朝野普遍效仿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张晶、王永的《赋诗与
讽谏：辽代契丹诗人创作的文化功能》认为诗赋唱和、赋诗言
志在契丹上层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有着重要功能，契丹诗人对
白居易诗的接受，一方面在于其真切易晓，另一方面在于其讽
谏精神。吴刚则通过对杜甫民族观的阐释，发现自唐代开始，
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就深受杜甫的影响。还有花宏艳对完颜麟
庆游记散文《鸿雪因缘图记》满汉文化融合基本特征的考察，
蔡丹君对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书写策略和人文地理空间建构
的探究，都体现出其对汉民族文学的追寻和推崇。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者的诗文创作大多以汉
语为主，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多洛肯的《明代少数
民族诗文创作叙论——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历史缩影》从民
族文教政策、边地移民政策及科举制度等方面对明代少数民
族诗文繁荣的人文生态进行考索，描绘出明代中华文学交融
一体的缩影。殷晓燕通过对《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中存录的27
位女性笔下的236首诗歌进行梳理，探究其对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接受与融合。佟颖的《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中的家国
情怀与文化认同》则展现了驻防文学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家
国情怀。

正如苏利海所阐释的“大文学史观”，古代民族文学研究应
将多民族文学置于民族共性、文化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坐标中，提炼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回顾和梳理少数民族文学史，反思
与重建中国特色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聚焦中国本土的
文学实践、文学制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成
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来自不同
部门和机构的合力推进，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文学生产传
播、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叶炜的
《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养研究》以文讲所时期和鲁院时
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培养为样本，探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
的机制问题。周根红回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大量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推介，认为其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主
流话语空间和经典化建构。李翠芳认为，《文艺报》的“少数民
族文艺”专刊充分发挥了媒体批评的优势，以主流话语引导少
数民族文学，实现了文学领域的政策落地，为少数民族文学批
评体系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还有一些文学期刊为培养
各民族作家、促进各民族文学融合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
亭、刘淼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与魔幻叙事登场和
黯然消退的始末；王玉所关注的新疆文学期刊是当代文学跨
语际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
重要意义。

基本概念的溯源和解析是构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的
基石。“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源自1949年茅盾为《人民文学》撰
写的《发刊词》，李琴通过概念溯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早在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产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

的提出是受到苏联影响。毛巧晖也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相
关话语早在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
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
出现，但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一同展开的还有与“少数
民族文学”相关的阶段性回顾与反思：乌·纳钦对中国多民族
文学互鉴关系的讨论，刘晓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路
径的探析，傅钱余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观念和路径的探究，
王永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对少数民族文学史重写
进路的推进，李晓峰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历史进程的梳理，都是立足现状与当下、对未来发
展所进行的深入探讨。

何为“当代文学”，它的表现形态、内在理路、情感关切、未
来潜能在哪里？刘大先的《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一
书从整体性的视野探析和理解“当代”的维度，进而切入到近
代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起源，辨析“中国故事”“中华文学”形
成的历史脉络和概念边际，论述自“新文学”至今的文学、艺术
与思想的多重曲折发展，再度确立文学与中国、社会与人民之
间的关联，从历史、地理、人文传统和美学传承的综合视角，确
立“中国”及“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导出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的文化自觉。谢刚的《族群认同意识及其辩证功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朱林的《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写作的人类学观察》，则从国家认同、民
族认同的视角审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之路。

“口头诗学”作为现代学科口头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
物，在创编、演述、流布和接受诸环节上形成了独特的规律和
法则。朝戈金的《口头诗学的文本观》和《论口头文学的接受》
是对演述场域中的文本、演述人、受众核心要素以及口头文学
动态存在方式的理论探赜。意娜对不同语境中口头与书面史
诗创作、传播和接受情况的探讨和王艳对口头文学神圣性与
世俗性的辨析，都是基于口头诗学的法则。“话语体系是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
品格的标志。”朝戈金的《“全观诗学”论纲》提出了一个研究口
头文学基本理论的整体框架。“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
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
释体系，这不仅开启了从“口头诗学”走向“全观诗学”的广阔
学术空间，也是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的“中国学派”、建构中
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突出成就。

以文学的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是本年度的
热点。刘俐俐的《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
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从历史与现实、审美情感与艺术选
择、“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三方面论证了中国民族文学价
值观念之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
乡村书写、女性形象塑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形塑和强化，如董
秀团的《多元混融中的白族文学——白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印
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的关系研究》一书，将白族文学与汉族文
学、印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中类似的传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
进而揭示白族文学多元混融的特质。还有向笔群的《土家族
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白晓霞的《“西部文学”话题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钟世华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杨建军和崔涛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行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
写》、黄晓娟的《百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机制与
历程》等成果，都体现出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作为中国文学重要
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的有效途径。谢丹凌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引起了

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但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
外。夏维红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效果探研——
以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推出的英译本为考察对象（1951-
2007）》、刘岩和韩婉茵的《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
现状、问题与对策》、王彦杰和罗宗宇的《1949-1976年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外译的特点——基于中国大陆英译作品的考察》
以及黄忠廉、杨荣广和刘毅的《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优先路径
诠释》，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的考
察和对译介效果和译介策略的分析，揭示其在传播与接受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
去”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

2022年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沈从文、巴·布林贝赫、吉狄马加、阿来等经典作

家的持续关注和重新解读。对作家地理轨迹和生活史的考
证，有助于对其作品形成一种全面、动态的分析图谱，从而有
效认识和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李光荣考证了沈从文在
呈贡的居住条件、经济状况、精神文化、文学写作、人际交往等
生活内容，记述了呈贡给予沈从文的物质和精神补养。赵锐
回溯了沈从文从“讲故事的人”到孤独的“现代小说家”的形象
转折，这不仅是他从“故事”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冲突，
也是他对叙事形式的艰难探求。侯玲宽回顾了20世纪30年
代“京海之争”的缘起和过程，沈从文的批评隐现了他理想化
的文学观，以及文化认同隔阂下的矛盾冲突。满全的《巴·布
林贝赫整一性诗学体系建构综论》梳理了巴·布林贝赫的诗学
研究历程，总结和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命题和范式。
李濛濛的《吉狄马加诗歌接受研究》、于昊燕的《吉狄马加诗歌
中的“群山”地理书写与文化认同》分别从诗歌的国内外接受
情况和“群山”地理书写的视角解读作品，彰显出诗歌中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阿来是在汉藏文化之
间漂泊的作家，他以嘉绒藏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为写作资源，书
写了现代性、生态、博物学以及灾难等“同时代性”的主题。汪
荣的《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族性表述与跨族际想象》认为阿来的
创作包含了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的双重面向，他将自己的
文学实践扎根在嘉绒藏区的土地上，其创作凸显了强烈的地
方性和混融的原理。王瑜、宋丽娟的《〈云中记〉与阿来的文化
认同》认为民族性与现代性在阿来的小说中并不矛盾，《云中
记》探索了民族文化与现代的相处之道。吴雪丽以阿来的“机
村史诗”为考察对象，探究了阿来丰厚的博物情怀与博物精
神。这些经典作家的重新解读与研究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构成
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是对地方书写、母语创作及多民族作家的批评与研
究。本年度，许多学者对作家群、新生代作家以及类型作品的
分析和文本细读进一步深入。刘大先的《世俗时代的史诗思
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认为，《本巴》通过
淡化《江格尔》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可
译性和普遍性的文本。刘亮程使古老史诗的讲述成为一种文
化表演，从而在史诗研究的还原主义知识论范式之外开创了
一种启示性存在论式的传承方式，史诗思维在世俗化的理性
时代重获生机。欧阳婉竹的《传统和现代的并行——当代藏
族文学中的主体性表达》聚焦当代藏族小说中不同个体表述
变革经验的叙事及其对主体的影响，揭示主体经验表述中现
代与传统的辩证共存，并以此探讨社会变革和文化碰撞对现
代藏族人主体建构产生的影响。周晓艳的《西藏当代文学的
神性与日常书写——以次仁罗布的小说为例》从神性的维度

表述西藏传统与现代影响下的日常生活。马佳娜的《论万玛
才旦小说的世界观念和艺术特征》敞开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神
圣与世俗共在以及虚幻与真实融通的复杂而又神秘的世界。
郑丽娜和宋依洋的《论东北作家群中的满族作家——以金剑
啸、李辉英、舒群等为例》、安少龙的《地域性的当代多样形态
与少数民族作家的现实主义书写——以甘南藏族作家为例》
分别以满族作家和甘南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为样本，考察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另外，刘亚利对内蒙古生态小
说书写三个维度的阐释，李春喜对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重返草原”主题书写的关注，杨刘秀子对文实权京味小
说的研究，也都是对多民族叙事的表达。也有学者对人口和
母语写作者较少的民族如达斡尔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
的文学创作做了梳理和评述，如李瑛的《在继承中创新：傣族
作家母语创作的文体实践》、阿茹汉的《达斡尔族文学评论与
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当代思考》、任淑媛的《论了一容的小说创
作》、王爽的《撒拉族作家马学义小说论》和王明丽的《理解之
同情的具象——铁穆尔的非虚构写作批评》等。

四、新时代十年

新时代十年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展现出丰硕的成
果和崭新的气象。《文艺报》开设“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
们这十年”专栏，《中国民族报》开设“十年·绽放”专栏，回望和
梳理近十年少数民族文艺成就，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积蓄前进
力量。《少数民族文学：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时代少数民族
文学理论批评四人谈》一文特邀包明德、刘大先、李晓峰、邱
婧，围绕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重点聚焦少数民族的
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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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顾、梳理与总结。崔荣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回顾评述了新时
代十年内蒙古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和散文等
文学创作实践取得的成绩。邱婧的《为时代而歌——新时代
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回望（诗歌篇）》和苏涛的《书写时代精
神的情与思——新时代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观察（散文
篇）》分别回顾总结了十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和散文创作取得的
成绩。

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一个多声部的审美话语世
界，具备独特多元的文化资源和美学传统。丹珍草的《新时代
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与边缘活力》指出中国多民族文
学存在批评话语零散化、表面化和单一化的现象，倡导多民族
文学的“批评精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文学批评话
语体系。新时代少数民族的乡村书写对于如何理解现实、理
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白文硕的《新时代少
数民族文学的乡村主旋律书写》聚焦“三农”问题，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少数民族文学在传颂、
延承、深化主旋律的同时，也尝试进一步融通文学与现实、政
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张羽华的《书写新时代乡村社会新格
局——论肖勤小说的叙事伦理及美学经验》关注新时代乡村
脱贫致富、基层治理和家庭生活的新格局,为乡村文学提供了
特定而复杂的美学经验。

回望2022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归纳为“新时代、新坐
标、新话语”。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多注重民族性、
差异性和地域性，缺乏历史的眼光和整体的视野，融通不足。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少数民族研究者一方面鉴往知今，在
史料发掘、方法视野、历史反思等多方面都有所拓深，另一方
面返本开新，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持续推
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广度和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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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坐标 新话语
——2022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王 艳（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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