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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云南民族大学、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师范大学

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承办的第二届

“大西南文学论坛”于 2017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云南临沧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

学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

学、西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大理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当代文坛》编辑部等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

的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参加研讨。

一 “大西南文学”的理论建构

继首届论坛倡立后，本届论坛继续对“大西南文学”这一概念的确立、美学特征、文化意义等进行深

入拓展与理论建构。

“大西南文学”的主要发起人，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师范大学讲座教授朱寿桐就大西南文学概

念的文化、学术意义展开剖析，他认为“大西南”是在革命、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深情的且带有理想

化的文化命名，代表着特定时代人们对于祖国的希望。饱蘸着民族情怀的“大西南”概念，其突出的政治

命意能使大地块文学以及相应的地域文学具有先声夺人的文化效果。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白浩做大会主题发言，论述大西南文学的山地文明特性与文化美学精神，他认为由大西南山

地文明的封闭自足性而产生了文化人格上的封闭性与自足性，在近代格局中，它具有了自卑与自大的新

体现形态；由历史边缘文化离心传统而产生任性自由与反权威精神的一体双面；文学发展动力机制上，

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使得大西南文学风格绚丽，并具备了与拉美文学爆炸相似的爆发逻辑，尤其是

其中的族群多样性使得文学爆发力将从传统的巴蜀汉文化圈向“西南夷”的中间圈转移。评议人北京大

学高远东对此学术命题的开拓意义及细部建构给予高度评价。

四川师范大学谭光辉从大西南文化与大西南文学概念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内涵角度展开论述，

认为“大西南”不仅仅是军事地理、经济圈概念，更提出中原文化对其文化特征的想象与概括是“虫文

化”，主要特征是内敛、无争、悠闲。天水师范学院王贵禄在西部文学的大视野中论述“大西南文学”概念

的合法性、出场路径及在场形态。四川师范大学王海军从大西南文学的命名策略及文化场域角度论述

“何以为大”，认为“大西南文学”不只是空域范围的无限延展，而且是在历史、政治顺风车下对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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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追问。四川师范大学房锐指出“巴蜀”其古代意义与近代意义的区别、“西南夷”与“大西南”的区

别。重庆工商大学邓伟教授在论及地域文化时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应多关注“文化”琐

碎的物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评议指出上述发言进一步明确了大西南的空间范

畴，重绘“大西南”版图透露出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愿望，大西南文学研究的提出表明文学研究

范式的转移。

二 大西南多民族与区域作家群落研究

大西南文学具有绚丽多元的区域文化精神，其中多民族文化与文学尤为突出，论坛对此的研讨尤为

丰富深入。

云南民族大学李骞对当代大凉山诗人群的民俗记忆进行关注，认为诗人们对民俗文化的表现是为

了更加真实地去呈现一个族群的生活现实。周口师范学院刘启涛同样以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为考察

对象，认为大量的文学外部因素应该在研究诗人群时受到关注。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韩艳娇认为小凉山地

区因保存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形成小凉山诗人群。昭通市文联艾自由对昭通

文学群的特征、短板与突围做了全面考察。西南科技大学黄群英和唐晋先从巴蜀文化视野关注康巴作家

创作，认为康巴作家在审美和文化上的新的开拓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质。四川师范大学赵亚宏从西南老

杂志《风土什志》入手进行藏区民间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认为其富有生命感知与多元世界的诗意阐释。西

藏民族大学胡沛萍聚焦当代藏族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西南民族大学彭超认为当代藏族女性散文的

“故乡”书写中充满原乡依恋与现实的冲突。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胡辉论述 1995 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的《傣族文学史》存在不足，提出有必要修订再版。广西艺术学院张默瀚以《珠郎娘美》《丁郎龙女》为例论

述侗戏里的婚姻观念的民族特色。

本次论坛还可喜地打破现当代时限，将关注视野拓展到古代文学与文化领域，使大西南文学获得了

更为深厚沉实的理论支撑。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论述了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别集整理的历史概

况与现实意义。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认为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中的家族文学兴起为理解该时期的文学

提供了宝贵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术团队活力四溢，昂自明论述民族民间母语文学作品文化传承功能，

龙珊以“万事可入诗，万象诗中出”来论述古典彝文诗论反映论，周雪根对云南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

《沧海遗珠》进行考论，王淑英则对西双版纳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文本形式与演述传统进行研

究。

区域文学、抗战文学是大西南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突出板块。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认为西南联大的朗

诵诗运动对我国的朗诵诗运动具有中兴的意义。云南民族大学王佳从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角度审视了

昆明文化空间的构建。云南师范大学李直飞比较施蛰存、汪曾祺的同题散文《跑警报》，论述其“从容”跑

警报的“智趣”与“谐趣”源自作家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广西师范大学刘铁群梳理了抗战时期旅桂作家

群多侧面生动描绘桂林的自然与人文风貌，广西师范大学鹿义霞则对桂西北当代小说的神秘书写做总

结性回顾。云南民族大学李瑛认为云南军旅文学具有作品审美、宣传云南、作家成长、边地风情等独特的

价值和多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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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家个案研究

对于作家作品个案的细密研究是大西南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次论坛从经典作家作品与时下热点新

锐两方面齐头并进。

南京大学王彬彬认为郭沫若的《蔡文姬》存在三个版本，其中初刊本更能显示郭沫若的创作动机。四

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乐山师范学院廖久明详实梳理“盘肠大战”论争的史实，提请高度重视其编排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刘永丽认为郭沫若的“反传统”思想集中表现在《凤凰涅槃》中。四川外国语大学晏红以“从

分裂到忏悔”为题来讨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心理障碍。湖南师范大学周仁政认为沈从文小说借助于崇神、

婚恋、巫鬼、歌乐等湘西民俗文化内容获得新的传承和传播。四川师范大学王琳论述李劼人的文学创作

与巴蜀文化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许昌学院赵牧关注何其芳的成都经验及其创作转型。天津师范大学刘

卫东围绕《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论争，认为可以看到“十七年”时期文艺理论界对“人性论”的理论来源追

溯及个人现实考量。

阿来研究受到重视，乐山师范学院李康云认为阿来的文学创作打破了西部文学失语的局面；周口师

范学院冯庆华认为学界对阿来作品中的傻子、宗教、自然等词语的关注共同构成一个表征系统；内蒙古

河套学院张玮认为《尘埃落定》以“傻子”为核心进行的描写彰显着不同寻常的耀眼光辉。山东师范大学

张丽军对吉狄马加诗歌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四川师范大学李国太对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

母语诗学“混血时代”的双语人生研究、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李雪华对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我的团长，

我的团》远征军书写各做阐释。大理大学于昊燕将 1957 年宗璞的小说《红豆》与景颇族作家穆直玛波

2004 年的小说《鸽血红》对比分析，认为都是通过爱情悲剧讲述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

生道路的故事，是“经典命题的错行阐释”。

在昔日“阿佤人民唱新歌”的临沧，本届论坛对大西南文化与文学的研讨硕果累累。理论研究由对

“大西南文学”这一概念质疑到积极建构与运用；在学术视野上，古代与现当代并驾齐驱，对经典作家和

多民族作家（藏族、傣族、彝族、侗族、纳西族、景颇族、佤族等）研究热情高涨，学风扎实又富有活力；在学

术团队上，多省份、多学科学者共聚一堂，老中青群贤备至，建立起深厚的学术友谊，为大西南文学研究

开拓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白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海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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