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5年09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1727787



编辑推荐

该书是一部关于文学研究的会议论文集，它包括会议专题讲座实录与会议论文辑录两个
部分。会议专题讲座实录部分，收录了全国知名学者杨义、朝戈金、尹虎彬、李正荣、
姚新勇、吴子林等专家的专题发言稿。专家专题发言稿是根据现场录音进行整理，后经
过作者审阅和订正产生的，力图以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另外，专家专题发言稿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学理”、
朝戈金的“从亚鲁王看史诗研究的新趋势”、
尹虎彬的“口头传统的田野采录和档案馆建设”、 白烨的“当代文情与文学批评”都是
对当下学术前沿动向与趋势阐述，学术创新性较为突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会议论文辑录部分，主要收录了文学研究的优秀会议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开阔的研究
视野，又能在文学的民间叙事、批评实践、理论探索、文化阐释四个方面，形成讨论热
点，可谓是从多重视域开展文学研究的典范。王宪昭的“民间叙事中国各民族神话资料
数据库建设的思考”、 冯文开的“传承、建构与展望——20世纪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诠释
与思考”等选题具有前沿性。 

该书收录的中国文学界著名学者的专题发言，充分展现了文学研究的宏大视野；而选录
的优秀论文又呈现了文学研究多条路径，拓展了研究范畴。总之，该书是一本以多重视
域研究文学个案，并力图进行文学理论建构的论文集。它特色鲜明且蕴含较高的学术价
值。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文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包括会议专题讲座实录与会议论文辑录两个部分。会
议专题讲座实录部分收录了全国知名学者杨义、朝戈金、尹虎彬、李正荣、姚新勇、吴
子林等专家的专题发言稿。这些优秀论文充分展现了文学研究的宏大视野，呈现了文学
研究多条路径，拓展了研究范畴。
该书是一本以多重视域研究文学个案，并力图进行文学理论建构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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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民族文学
研究的60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是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真正是“白手起
家”，从零开始；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
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所成立。
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学会的成立集合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老中青三
代学者，组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队伍，为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所成立。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立，将少数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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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整体格局之中，整合了民间文艺学、
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力量，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民
族民间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批评为主要
学术方向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充分发挥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领域
的开放性、研究手段的多样性、研究人员的多民族性等优势，在资料学建设、史诗学及
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民族文学理论建构
等领域逐步深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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