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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在编写过程中，既重视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写作的宏观性研究，又
不忽视对族别或区域性生态写作的研究，并辅以大量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以便让读者对当
代少数民族生态写作研究有较为全面、系统及深入的把握，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思
考。
另外，收入《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的各文稿我们几乎没有作任何删改，这样做一方面是使读者
能够较为完整地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生态问题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更在于能够使读者看到研究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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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长中，河南永城人，1972年10月出生，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
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北京达斡尔族研究会理事，现已出版学术专
著两部。
主编一部，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四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等转载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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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生态批评如何适应于民族文学研究 第一章 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概述性研究 人与自然：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 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
的一种综观 草原文学特性初探 第二章 族别或区域生态文学研究 民族文化生态悲歌——以四川少数民
族文学为例 试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生态美 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仫佬族文学 游牧文化与诗意栖居
的想象——新时期蒙古族草原生态小说研究 重构山海大地的生态伦理——论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
写作 “生态写作”的不同面相——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生态书写为例 第三章 个案研究 乌热尔图的生
态文学与生态关怀 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 书写森林狩猎文化的温情和痛楚——乌热尔
图小说的文化解读 空间的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叶广芩秦岭系列文本解读 试论满都麦小说传
统重建理路中的生态美学意义 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 “空山”之痛 论李传锋生态动物小
说“物性真实”的审美价值 论李传锋动物小说审美取向流变 新世纪中国动物叙事文学的转型——以
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为例 第四章 国外理论之窗 边缘的崛起——族裔批评、生态女性主义
、口头诗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 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历史与现状 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
在中国 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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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无数次与大自然亲近与冲突之后，台湾少数民族懂得了与自然和平相处，懂得了对自然
的感恩、敬畏和依恋，懂得了有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懂得了以最智慧的方式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动
态平衡。
他们将自己视作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依赖多于改造、顺从多于征服。
“我们是猎人家族，有猎人的规范，对生命尊重，祖先才会给你更多的猎物；如果你对大自然不敬，
不依循着猎人对自然的法则，动物就不会再到你的猎场奔跑、跳跃、追逐。
”（亚荣隆·撒可努：《山与卡玛》）“我们和狗是属于森林的，如果失去了森林；失去了充满祭典
性的打猎活动，我们将无精打采，直到死亡的到来。
”这块神性的土地孕育了山海子民，山海子民也以感恩之心对待自然、回馈自然，他们甚至从生命诞
生的那一刻起，便被要求痛爱这片给予他们生命和思想的山海大地，“从你出生捧在手掌上的那一时
刻，我就按祖先的习俗，说，让我的长子像海那样的坚强，像海平静时那样令人心怡，按祖先的习惯
，达悟的男人绝对要爱海，和海洋做朋友⋯⋯”（《冷海情深》）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的父亲对
他如是说。
“土地虽然豢养着数不清的万物，但是土地的力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大。
⋯⋯整片山林的底层铺满着厚厚的落叶和动物的粪便⋯⋯日后它们将化成泥土产生更大的力量豢养更
多、更高壮的树木，让许多的动物从树林中得到更多的食物及更安全的地方。
万物们就是这样地互相依赖、互相保护，这是大自然的规则。
我们应该学习它们的方法和行为，成为大自然的朋友，大自然才会包容我们，豢养我们。
”千百年来，台湾少数民族与极富性情的大自然相互包容，建构起了相互融洽、和谐共生的大地伦理
。
 “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
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
”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台湾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
与自然之间那种相互依赖、亲密无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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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文学中心项目“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
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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