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 

项目简报  

(2013 年总第 5 期) 

 

本期要目： 

一、专题报道：《文艺报》全文登载姑丽娜尔论文  

 

二、课题研讨综述（2013 年 2 月-5 月） 

 

三、学术会议 

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座谈会暨项目论证会在京召开 

2. 课题组成员参加新一届《民族文学研究》编委会 

3. 面对实践的多民族文学研究：项目组举行专题调研会 

 

四、课题交流 

1. 姑丽娜尔·吾甫力讲座 

2. 汤晓青讲座 

3. 彭兆荣讲座 

4. 梁昭访学 

 

五、专题活动 

1. 首届文学人类学诗会侧记 

2. 2013 年成都地区多民族文学家迎新联谊会侧记 

 

六、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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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报道 

 

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文艺报》全文刊登姑丽娜尔教授文章 

《文艺报》创办于建国前夕 1949年 9月 25日，是中国文艺界的权威刊物。2013

年 5月 22日，《文艺报》整版刊登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读后》。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位代表性作家，《这边风景》讲述的是“文革”之前，新

疆伊犁边民外逃事件中，一群普通维吾尔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姑丽娜尔认为，

“《这边风景》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讲述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新疆各民族特别是维吾

尔族的文化、精神、情感，围绕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这个中心，塑造了一批鲜明生

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蕴含着象征意义的小说结构，揭示了我们正在面临的严肃而

重要的社会问题。”借由文本细读与情节分析，从“在日常生活中深刻表现维吾尔族文

化”、“以人物之美表达新疆之美”和“直面严肃的现实问题”这三个角度，姑丽娜尔深

入剖析了该小说的内容主旨和现实意义。姑丽娜尔认为，“《这边风景》不仅仅以真情实

感描写新疆的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生活，呼唤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更注重表现普通人

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关切，这些各民族的普通大众，是国家的基石也是国家为之努力的

根本目的。” 

（供稿：史芸芸） 

 

二、研讨综述 

 

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构建中国多民族文学观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课程研讨综述 

承继已有成果，2013 年 2 月 28 日至 5 月 16 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

课题组在四川大学举行了 12 次研讨会。依托博士生课程，研讨会以课题与课程相结合

的方式，探讨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首席专家徐新建教授的主持下，课题

组部分成员、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硕士生参与了讨论。 



 
 
 

  
 
 
 
 
    

研讨包括三项内容——理论梳理、文本分析与调研计划。前四次研讨以总论与专题

的形式梳理了课题的现有成果与重点概念；后八次研讨分为两个板块，一方面基于文本

主要讨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与文学理论，另一方面探讨与完善了各子课题的调研计

划。研讨主要采用阅读、报告与讨论的形式，阅读书目包括相关理论、典籍、文学史、

文学作品等等。 

课题组从中国现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切入，回顾了“中国多民族文

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意义、价值、内容、方法和问题。徐新建教授指出，“要从多元

史观的角度出发，把握多民族国家的内外关系，研讨并确定全面系统的多民族文学史

观。”基于这一研究背景与框架，课题组开展了两次专题研讨，处理关键概念与基础问

题。 

专题一，“民族”和“国家”，课题组分别从国家的起源、民族国家及其性质、现

代国家的形成与特征等角度，辨析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等概念。 

专题二，“中国”和“天下”， 课题组围绕着“一点四方”与“夷夏之辨”，“中

国”的含义和变迁，关于“天下”的论争，现代中国的创建，“国名”、“国歌”和“国

旗”的产生及含义等问题，回到了中国现实，探讨了“天下观”的历史变迁。 

基于前期从背景到课题，从中外到古今所构建的多维坐标，中后期的研讨专注于研

究对象本身——中国多民族文学，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课题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并通

过写作调研计划将二者结合起来。紧扣着“中国”、“多民族文学”和“共同发展”这

三组关键词，课题的研究视野和对象分为三个部分：现状考察、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基于这三个部分，逐步形成了“中国多民族文学政策”、“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中

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中国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和“中国多

民族文学认同”等调研计划。每个调研计划包括调研主题、调研内容、问题梳理（相关

综述）、调研方式、地点时间等内容。通过反复讨论，各计划已逐步完善并将陆续投入

调研当中。 

与此同时，该阶段阅读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与文学作品，诸如藏族史诗《格萨

尔王》、仓央嘉措的《情歌》、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各类文学史等。针对阅读相

关书目与书写调研计划时遇到的理论问题，课题组进行了重点研讨，包括中国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与意义，文学人类学的新文学观，对比较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

理论的借用，小说、民族志、历史等作为文本的异同等。 

议题的核心是“新文学观”，徐新建教授指出，历史是文明的一个指标，是现代性



 
 
 

  
 
 
 
 
    

知识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文本。文学史既是文学的重要部分，也是历史的一

种，因而要回到历史哲学。新历史的出现是因为有新史观，文学人类学提出的“新文学

观”是大文学观，整体文学观，活态文学观，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未来方向。 

三个月的研讨卓有成效，课题的理论与实践分别得到了推进与落实，但仍存在一些

缺陷，如对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关注不足等等，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供稿：史芸芸） 

 

三、学术会议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高层论坛暨项目论证会在京召开 

2013 年 1 月 24 日，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高层论坛暨项目论证会在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旨在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生活调查与研究，促进国内各高校

互相联合与交流，为民族文学生活的理论提升与规划提出设想。 

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由课题组成员、中央民

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钟

进文教授主持。课题组首席专家徐新建教授、课题组成员汤晓青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

张涛、汪立珍、林继富，以及南开大学刘俐俐、北京舞蹈学院邓佑玲等长期从事民族文

学生活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徐新建教授就如何提升民族文学生活理论、规划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针对学界文学

生活理论的缺失，他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是讲中国的民族文学生活，一定要讲少数民

族文学生活；第二是传统文学观不适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提倡多样性的文学观。该

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突破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性。少数民族的文学是随着汉民族文

学的发展而发展的，边缘性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因而要和汉民族文学并置，

在中国整体的文学上去做。少数民族文学是活态的文学，是和口语、文本、仪式、书写

连在一起的。通过相关调查和思考，能够扩展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文学观。第二，现在的

分类割裂了传统文化，不利于做本土研究。我们应该做整合，还原它的完整性，文学人

类学就是一个将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打通的尝试。这个工作量非常大，需要各个高校合

作，梳理已有成果和资料，开拓新的思路。 

汤晓青教授强调了个案调查的落实问题。她说，少数民族的文学生活非常特殊，因

此要提出来研究。她以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文学生活为例，说明文学对人的精神塑造作用。



 
 
 

  
 
 
 
 
    

她认为，要选择民族语言中有代表的样式和传人，多关注口头传统。文学就是少数民族

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主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每个民族都有它所独有的

东西，调查时要把这些东西完整地记录下来，特别是民族语——书面的、口语的记录，

还有他们自己的叫法等等。现在的理论范畴无法概括与表述它们，但这些东西确实存在。 

其他与会专家均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生活，从舞蹈、民歌、民族体育、故事讲述等

角度发表了精彩的观点。最后，主持人钟进文教授对此次高层论坛所取得的效果进行了

高度肯定，并就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和建议进行了总结。他说民族文学生活高层论坛的

举办，对开展民族文学生活的调研帮助极大。他还建议各个高校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强

大的团队来对民族文学生活进行调查和研究，对学生进行培训，让学生更多地关注精神

层面、本民族常态化的东西。 

（供稿：王军林） 

 

课题组成员参加新一届《民族文学研究》编委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民族文学研究》在北京举行新一届编委会，商议期刊今后的发

展定位及相关工作。会议由汤晓青主编主持。课题组成员、《民族文学研究》新一届编

委徐新建、钟进文出席会议并做了发言。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国家级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是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学术理论期刊。

期刊于 1983 年 11 月创办，2011 年第 1 期开始由季刊转为双月刊。新一届编委除了国内

知名学者朝戈金、尹虎彬、董晓萍、白庚胜和刘俐俐、阿扎提•苏里坦等外，还有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 

徐新建教授在发言中希望刊物在今后的发展中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对话交流，力争

以多层面和全方位姿态呈现。 

（参照吴刚《编委会纪要》） 

 

面对实践的多民族文学研究 

——课题组举行专题调研会 

2013 年 5 月 16-20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

在四川成都和阿坝举行专题调研会。项目首席专家徐新建教授主持会议，子课题负责人



 
 
 

  
 
 
 
 
    

汤晓青（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彭兆荣（厦门大学）、梁昭（四川大学）、课题成员

杨柳（北京联合大学）、马卫华（广西民族大学）、王菊（西南民族大学）等以及四川大

学文学人类学的博士生团队出席研讨。 

会议以现状调研为核心，围绕项目子课题的纲要展开。讨论的议题有：中国多民族

的“文学生活”、“文学政策”、“文学教育”、“文学认同”以及“文学史书写”和“跨民

族比较诗学”等。在近一周的交流活动中，除了对具体调研计划逐一论证外，还举行了

系列的专题演讲，内容包括：徐新建《多民族诗学的比较与共和》、汤晓青《现代学术

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彭兆荣《多民族文化中的遗产体系》和梁昭《创造整体：21 世

纪美国拉丁裔文学的历史表述》。课题组其他成员也做了题为《多民族文学视野下的文

化发展问题》（马卫华）、《彝族作家李乔与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对比研究》（王菊）、《重

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现状与问题》（郭明军）和《文论话语：多民族文学的理论争鸣》

（李国太）、《从国旗到国歌：多民族国家的文学认同》（向虹瑾）等的发言和讨论。 

通过论证与交流，促进了与会学者对相关理论与个案调研的共识，使项目的具体实

施得以有效推动，而会议承办地阿坝师专所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亦因羌、藏、汉、

回等多民族的杂居，使本次调研活动显示出突出的地域象征。 

（供稿：课题组） 

 

四、课题交流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以新疆文学为例 

——记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的讲座 

新疆的多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性特征，在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为

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2年 11 月 16日上午 10点，在四川大学文科楼二楼阶梯教室成功举办了主题为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以新疆文学为例”的讲座。讲座诚邀喀什师范学院科研处处

长、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硕士生导师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为大家讲解如

何以新疆各民族文学为例来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讲座在徐新建教授对姑丽娜

尔教授的简介以及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背景介绍中拉开帷幕。 



 
 
 

  
 
 
 
 
    

美丽、端庄的姑丽娜尔教授以一幅幅生动的图片展示了维吾尔民族的生活方式、文

化背景，为在座师生制造轻松愉悦的环境，以便进入她以维吾尔文学为例阐明新疆突厥

语民族文学的特点。 

讲座分为四个版块： 

一、维吾尔民间文学与口头文学批评； 

二、维吾尔民间文学与神秘书写传统； 

三、突厥语民族文学中共有的文学现象：母亲的心； 

四、一个流传于中亚及新疆地区的“情痴”麦吉侬人物形象的迁移。 

此次讲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大量的图片以及文学事例来阐述主题。这使得整

个讲座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在讲到新疆地区民间艺术木卡姆时，姑丽娜尔

教授还为大家播放了一段《十二木卡姆》的视频，这就使大家更容易体会：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新疆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文

学传统。特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等突厥语民族，因共同的伊斯兰教文

化传统背景，民间文学主题共享的现象成为了新疆文学发展的特有现象。 

姑丽娜尔教授总结说：虽然新疆文学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由于新疆文学中的许多内容还没有被翻译为汉语，中国的广大读者群体对新疆各民族

文学、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学中的民间文学还不了解，特别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书面性

特征、与神秘书写传统的关系以及在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的价值缺乏了解。因此，

加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正好是对弥补这一空白、加强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和沟通、

最终达到民族间的和谐与包容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最后，在徐新建教授言简意赅的总结和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 

 

 

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 

——记汤晓青教授的讲座 

2013 年 5 月 16 日晚 7 点，汤晓青教授的专题讲座《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

究》在四川大学文科楼阶梯教室举行。讲座由梁昭副教授主持。 

汤晓青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子

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学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她的讲座从民族文学的学科诞生说

起，强调了 1983 年发生的两大标志性事件：7 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上中下）面世，

以及 11 月《民族文学研究》创刊。接下来，汤教授谈到了民族文学的学科基础资料，

分述了 20 世纪初的思想启蒙、30 年代的民族学调整、50 年代的民间文学资料搜集、80

年代的十套集成和新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汤教授认为，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

和出版体现了文学立场的转变与文学观念的更新。随后，汤教授论及了民族文学研究，

认为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具有“研究工作和资料搜集工作同步进行、互相推进，蒙古

学、藏学、突厥学等在国际上学科对话，东方学研究与汉语古籍资料互证，文学史建构

受现代学术、大学教育的知识体系影响，多民族文学研究与现代新科学发展具有天然联

系”等特性。回顾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起步，汤教授认为该阶段具有四个特征：依靠国家

政策的扶持，奠定基本的学科布局，倡导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关注特殊的文学现象。 

随着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入，民族文学的多样性被发掘，多种语言、多种文字、

多样文类与多种呈现方式共同存在。相应的，以往学术格局、学术理念的局限性也凸现

了出来，产生了文学史分期、文体分类、汉语评价标准、叙述方式等问题。进而，汤教

授讨论了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热点话题，如母语与翻译，民族志与仪式，真实性与文化

话语，新媒体与影像等。同时，当代民族文学研究还面临跨文化比较、跨学科对话与跨

语言交流等诸多挑战。 

最后，汤教授总结说，中国的民族文学研究渐入佳境，她期待更多热爱各民族文化，

有望了解多民族文学的同行加入到队伍当中。主持人梁昭概括了讲座内容，认为中国的

民族文学研究还有很多层次和领域等待开掘。在座学生就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民族研究

论文的写作、国家政策如何扶持学科的发展、民族文学研究的民间参与等问题请教了汤

教授。讲座在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供稿：史芸芸） 

 

从多民族文化中建构“中国博物学”知识体系 

——记彭兆荣教授的讲座 

    2013 年 5月 28 日晚，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彭兆荣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多民族文化

中的遗产体系——《本草纲目》与‘中国博物学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讲座。讲座

是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学期讲座的第 17 讲，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

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系列交流活动之一，由李菲老师担任主持。 



 
 
 

  
 
 
 
 
    

彭兆荣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的首席专家

和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子课题负责人。他的讲座从李时珍著

作《本草纲目》谈起，以“本草”的分类方式为范本寻找中国的博物学体系。从 natural 

history 到“博物学”，从 museum 到“博物馆”，彭老师以溯源的研究方法质疑了汉语

译词的精准度，认为中国的“博物体”应该是用传统的乡土、民间和地方知识作为一种

身体践行的体制化的体系。 

彭教授的演讲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词性义疏、品类义疏、品性义疏、体性义疏以

及物性义疏，分别从词汇、分类、品质、身体与物质性的角度对中国的博物学进行阐释。

彭教授认为，中国的“物理”与中国的事物分类和认知有关，福柯的伟大正在于从知识

考古的角度、以一本《词与物》提醒中国早已有之的博物体系，这个体系集中体现在以

身体为媒介的诸种关系结构中。讲座最后涉及遗产学。彭教授说，无形遗产与传统博物

学在传统认知和知识分类上是相通的，非遗产的精髓就在于“以形之‘下’及至理之

‘上’”。 

    主持人李菲老师的总结强调了两个重大项目之间的学理关联，并指出遗产研究素以

西方为核心，直接搬用西方理论与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都是这种“西方中心”的表现。

彭兆荣教授的演讲正是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挖掘“遗产”一词背后的“中国价值”的机会。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提出了“怎样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平衡地方性特色与全球化、标

准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遗产运动中怎样处理学者、政府、传承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等问题，得到了彭教授的提示与指导。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向虹瑾） 

 

美国访学实录 

2013年 2月至 4月，我在美国北卡莱纳州的杜克大学访学。在此期间，利用杜克大

学的图书馆，我查阅了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族群文学的相关资料，对美国的多民族文学书

写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外，还赴美国华盛顿印第安博物馆和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进行

了考察，实地了解了美国的族群历史记忆书写。 

21世纪以来，美国文学的书写呈现以多元族群为单位进行叙述的特点。如果说 19

世纪初至 20世纪前半期，对“美国人是谁”的回答，是强调美利坚人拥有区别于英帝

国殖民地文化的独立传统的话；那么，20世纪 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对此的回答，就

是强调美国人是由多元族群构成的，主要的族群有：作为移民的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



 
 
 

  
 
 
 
 
    

人、拉丁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以及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因此，不少文学史都以上

述几种族群为叙述单位进行叙事。同时也出版了大量的单一族裔文学史。学者温纳•索

罗斯在《超越族性：美国文化中的认同和血统》中指出：“虽然族群文学通常被视为主

流文学的附属品，但很多读者已经指出，它是美国文学的原型。” 

4月初，正值一年一度的“华盛顿樱花节”，我到华盛顿的印第安博物馆考察。去

年徐新建老师曾经考察过该馆并对此做了一个考察报告。在参观印第安博物馆之前，我

先到了美国历史博物馆。在美国历史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场馆，

从政治史的角度展示了美国黑人的悲惨历史以及后来的抗争过程。相比之下，印第安博

物馆展示的是美国各地印第安人的文化史。为了表现出一个以口头传统为主的族群的文

化，该馆的设计者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不仅在整体建筑上再现了印第安部落的建筑风

格、生态环境，而且尽可能地搜集各部落的传统物品，辅以图示、影像的手段展示部落

的宇宙观、文化理念；除此以外，还有印第安人的活态文化表演。 

紧接着，4月中旬，我又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进行考察。里士满在中国游客心目中

并非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但它在美国历史上却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

良好和旅游规划做得很出色的城市。里士满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邦联国的首都。

至今仍保留着当年作为南部首都的白宫，拥有许多纪念南北战争的历史遗迹。美国的南

北战争，在大众文化中是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这是美

国建设宪政历史中的重要时刻，关涉到如何理解“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独立革命”

和“美国宪法”等等问题。南北之争，实际上是国体之争和宪政之争。而一般印象里认

为美国北部对于美国更为重要的观念也是偏颇，实际上，美国南方对国家也有决定性的

贡献。在弗吉尼亚的历史博物馆，我看到南方涌现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多位重要总统。 

此次访学对于我理解和研究美国文学的多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梁昭） 

 

五、专题活动 

 

诗·母语·我们的时代 

——首届文学人类学诗会侧记 

2012年 12 月 28日晚，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组系列活动之



 
 
 

  
 
 
 
 
    

一，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共同主

办的“诗·母语·我们的时代——首届文学人类学诗会”在成都母语酒吧举行。 

正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句：“留下歌手，留下诗意，留下怒放的花朵。诗歌，

唯有诗歌，能够在生命世界的夜空中自由飞翔！”对诗歌的热爱随时可以唤起我们内心

沉睡的热情与激昂。 

   开场的热身表演之后，十余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彝族小伙和姑娘走上舞台——来自西

南民大的硕士生为我们带来了彝族史诗的朗诵。领诵一声震天般的吆喝仿佛要冲破这狭

小的屋顶，随之即来的是如万马奔腾的群声唱诵。史诗带给我们一种原初的浪漫与激情，

接下来川大研究生的群体朗诵《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则穿越式地回到了都市繁华的霓

虹灯下，一些虚无主义带给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诗会就在这种多元语言与思维的交织下进行。彝族诗人们把这儿当成了另一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阿西达哈张扬地呼唤着：“钢筋混凝土的梦想抵不过大小凉山的浩瀚，因

为那是彝族人生命的母亲！”在茫茫草原辽远的回声中，我们听到了藏族女诗人尕让卓

玛对一株“洋槐”生命的赞歌：“它把祝福塞进采果篮子，像企图掩饰功绩的战士，丢

弃一段狂乱的马蹄声„„”随后跟着朵英加悠扬的藏腔，脑际浮现慈祥的牧民在帐篷外

作息的场景。纳西族作家白朗和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分别带来了母语唱诵。远道而来的丽

江“东巴”则在众人闭目冥想中为大家献上了纳西语的祈福经文。来自远古的声调弥漫

了空气，甚至分子里充斥的都是原始血液的脉动，试图呼唤出我们沉睡的民族之魂。 

   关于后现代，也有我们的想象。洪峰带领我们寻找一种《后现代之谜》；在猫的身上，

苦竹也想躲闪人的文明；一组《关于南方的想象》，又让梁昭唱起民谣《岭南回忆》；在

少年记忆和现场热浪的触动下，民大副校长曾明也起身登场，用久违了的格律古诗加入

到吟诵者的行列之中；诗人曾兴驾着《绿皮车》，在这个《胡须疯长的年代》带着我们

回忆《那些日子仅仅是消逝》，因而只能畅想《月夜、大海与寺庙》的宁静。 

   正如美酒加咖啡的融洽，诗与歌也需要匹配地出现。为此，本次诗会也邀请了诸多

歌手、乐队及其他表演者为诗会加油助兴。不得不提的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曹顺庆教授的二胡演奏《赛马》，博得了场下观众的一致欢呼。彝族歌手贾巴阿叁开场

深情的自弹自唱《阿杰鲁》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剽悍的外表下那颗恬静温柔的内心；巴

普街乐队摇滚出的《广州，广州》是不同于彝族史诗的另一种野性与狂妄，沙哑的歌声

中飘荡着城市的无奈与彷徨。川大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一个葫芦丝独奏《竹林深处》

与一曲小合唱《那些花儿》为沉重的气氛带来了一丝小清新。 



 
 
 

  
 
 
 
 
    

尽管举办的场地与形式都有限，但此次诗会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这些局限的物质。

因为诗歌不存在于绚烂的舞台上，不存在于热闹的酒吧里，不存在于鲜红的标语中，它

是活在诗人们的心中，以一股热流在涌动。诗会这个小规模的举动唤来了众多诗歌爱好

者的回归，或许在今夜，大家都希望在纯粹的诗歌盛宴中找回被现代都市洪流淹没的纯

净灵魂。就像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所总结的，希望“首届人类学诗会”可以开启一个开

端并秉承这样一个诗歌盛会的优良传统。 

（供稿：向虹瑾） 

 

三界联手，不同而和 

  ——2013 年成都地区多民族文学家迎新联谊会侧记 

 

2013 年 1 月 19 日下午两点半，由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省作协、西南民大彝学

院主办，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

究”课题组等联合协办，题为“文学·民族·生活”的成都地区多民族文学家迎新联谊

会在四川大学拉开帷幕。阿库乌雾、蒋蓝、栗原小荻、白朗、严歌等诗人、作家和学者

出席了本次联谊会。 

联谊会由四川大学梁昭副教授主持。她在开场白中讲述了本次活动的缘起和意义。

曹顺庆教授的致辞首先介绍了川大文新学院在多民族文学教学研究上与国内其他综合

性大学的不同，强调今后还要更加关注与创作界的沟通。他接着对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

多民族文学的未来作了美好预期，其大胆与诚恳的祝愿让现场气氛逐渐热烈。 

接下来诗人、作家们的登台则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依次为：彝族阿库乌雾深情演

绎《低于大地的歌唱》；苗族何小竹用四川方言念诵《深夜抽一支烟》；纳西族白朗的散

文倾诉了对成都传统茶馆文化的眷恋；汉族蒋蓝的《银杏花》、《雷击之树》里惊栗的隐

喻震慑人心；彝族吉木狼格新创作的《今年下不下雪》里有决绝隽永的异乡感；作协梁



 
 
 

  
 
 
 
 
    

平委托川大博士生付海鸿朗读的《剪纸》，平实一如老祖母的述说。与诗和散文的脱俗

飘逸相比，80 后作家戴月行（颜歌）的小说片段则带着新生代的速度与狠劲，与前面的

抒情感怀形成对比。 

下半场是评论家时间。川大徐新建主张“文学的招魂与文学的生活”，提出在“文

学在场”的前提下关注文学的民族性和民族的文学性。赵毅衡妙趣横生的话语中包含了

对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理解，肯定此次活动搭建了理论界、创作界和翻译界的互动平台。

唐小林则对学院派评论家与文学的隔绝做了反思和批评。西南民大徐其超对莫言、阿来

与阿库乌雾做了比较阐释。徐希平则希望西南民大能接过成都联谊会的下一棒。四川师

范大学曹万生现场分析了阿库乌雾诗作的身份冲突。《当代文坛》罗勇认为四川作家还

要进一步地走出去，省社科院苏宁和作协曹纪祖也分别谈到本土作家的视域问题。曹纪

祖希望今后加强与“学院派”的合作，为提升本土文学群策群力。自由交流时，西南民

大文培红介绍了自己把中国民族作家作品用英文译介出去的感想，阿库乌雾回应了他诗

歌中的民族性问题。 

最后徐新建教授作总结发言。他希望对本土的关注应由“经济四川”转向“文化四

川”、“文学四川”，也就是转用文学的眼光审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场”

就不是边缘而是精神的中心。他认为“学院派”的反思很必要，今后要用联谊会这类形

式使各界联合起来，取长补短，不同而和。 

                                       （供稿：余红艳  供图：付海鸿） 

 

六、 阶段成果 

1）首席专家徐新建论文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文化夹居者”的自我探寻》，《百色学院学

报》，2013 年 01 期。 

《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选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3 年 01 期。 

《承前启后 创建未来——第九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总结》，《三峡论坛(三峡文学.

理论版)》，2013 年 01 期。 

《文化即表述》，《社会科学家》，2013 年 02 期。 

2）课题组成员论文（按音序排列） 

曹顺庆：《他国化与中国文论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 年 01 期。 



 
 
 

  
 
 
 
 
    

罗安平：《同中存异与异中求同：中西传媒对“多民族国家”的表述比较》，《北方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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