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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共11章，包括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
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成要素；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其功能；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问题
；中国文学史的时间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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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峰，男，汉族，196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现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全文转载（摘）。
出版《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等著作四部。
获国家、省部级政府奖六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四项。

　　刘大先，男，汉族，1978年生于安徽六安，文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曾访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学、近代文化史，著有《时光的木乃伊》等。
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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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上部 基本问题研究
　第一章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一、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法理基础
　　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依据
　　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科基础
　　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内涵
　第二章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成要素
　　一、多民族历史观
　　二、多民族文学观
　　三、多民族民族观
　　四、多民族国家观
　　五、多民族哲学观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其功能
　　一、现代知识转型与文学地位的提升
　　二、文学史的形成及权力
　　三、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
　　四、中国文学史的功能
　　五、文学史知识建构的个人话语权力与国家意识形态规约的调适
　第四章 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问题
　　一、创作主体身份的多民族属性
　　二、多种文学传统与多种文学形式
　　三、多语种、跨语种与双语写作
　第五章 中国文学史的时间
　　一、中国文学史的“显在式样”与“隐性式样”
　　二、历史线性时序与中国文学史的时间结构
　　三、“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史”的互文性关系
　　四、多时间与多历史
　第六章 中国文学史的空间
　　一、多地域与多民族相叠加的文化与文学
　　二、跨地域与跨民族的文化与文学
　　三、动态的空间与文学
下部 相关问题研究
　第七章 少数民族文学发生与学科反思
　　一、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制度环境
　　二、国家一体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整合
　　三、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发现与价值重构
　　四、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
　　五、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化
　　六、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
　第八章 当代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在场方式与跨语际传播
　　一、不在场的在场：中国当代母语文学的尴尬处境
　　二、单边译人：文化洼地效应的放大与文学权力的放逐
　　三、策动与新路：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自觉
　第九章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历史哲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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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与传统的起承转合
　　二、“中国”与西方的博弈交融
　　三、文学与历史的互相生成
　　四、作为“民族”内部动力的现代性历史
　　五、进行中的历史
　第十章 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文学
　　一、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与少数族裔文学
　　二、范式转移与重绘文学史面貌
　　三、多元文化主义及其不满
　　四、殖民、流散、跨国主义转向
　第十一章 汉语世界中的多民族文学--1981-2009年《民族文学》的统计学分析
　　一、中国多民族作家汉语文学
　　二、多民族母语汉译文学
　　三、多民族民间文学
　　四、多民族文学公共空间
　　五、办刊理念：世界眼光与多民族文学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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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要坚持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历史观。
一要重视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客观历史，立足于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从国
家知识的角度，客观、完整科学地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二要重视中华多民族文学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揭示。
应该指出，总结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但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必须立足于中华多民族发展历史的客观事实，不能偏离中华多民
族共同创造这一基本事实来谈所谓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
三要具有发展的观点。
避免从某种既成的单一理论，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历史进行单一角度的阐释，要从客观、全面的角度来
研究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历史，更全面、更客观地展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将人民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观与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客观事实相结
合，去除精英文化主义历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的遮蔽。
 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各民族创造的文学成果之所以没有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精英文化主义历史观在作祟。
虽然精英主义不唯中国所独有，但重视经典、推崇精英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
从《诗经》的经典化过程、自汉至宋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粹取过程，以及中国历史文献中精英人
物所占有的地位中，我们都能看到经典-精英的建构中体现出来的精英文化主义的历史观，这也正是“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二元对立历史观产生的根源。
在“精英”或“英雄”主义历史观下，民众对历史的推动力量和大众文化以及民众思想不能不受到遮
蔽。
这种遮蔽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反映，一是由精英文化观衍生出来的“雅文学观”与“经典文学观”，将
民间大众文学冠之“俗文学”或者“非主流文学”而遭遇如同“野史”般的命运，被排除在文学史家
的视野之外。
二是非汉民族与非汉语文学因其非主流和边缘的位势而难以人史。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包括汉族民间文学在内的各民族民间文学难以进人中国文学史，以及非汉民
族作家作品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者将其民族身份（民族属性）剥离之后才得以进入文学史的事实说
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文化主义历史观对客观历史选择一直采取双重标准，即儒家的经典标准和汉
族文学本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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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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