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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主要内容：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并
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民族文学从小到大，由弱渐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开始
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初步奠定了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神
话，弥补了中国神话不足的缺憾；《阿诗玛》《嘎达梅林》等长篇叙事诗的整理、发表，丰富了中国
文学史；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震惊了世界文坛。少数民族作
家队伍在不断地壮大，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也产生了自己的作家文学，并且出现了舍、沈从文那样的
文学大家，出现了萧乾、舒群、端木蕻良、陆地、李单、玛拉沁夫、祖农·哈迪尔、孙健忠、纳·赛
音朝克图、铁依甫江、唐加勒克、牛汉、晓雪、、金哲等著名作家，出现了霍达、乌热尔图、张承志
、扎西达娃、阿来等新一代作家。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时间跨度自1900自到2000年的百年，也就是中国
文学史上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期。
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作家和作品在国内外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声誉
。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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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舍1899年2月3日，满族作家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出生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的胡同里。老舍
出世的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京师百姓都忙不迭地在燃放花炮，欢送各家的“名誉户主”
灶王爷上天。可是，此刻，他们家中真正的户主，新生儿的父亲，却还在他的岗位上。他根本没有想
在家就在家的自由，因为，他是旗人，是个命里注定的兵。从清初满洲民族入关之前，该民族的全体
成员就被编入了八旗军事组织之内，历经三百来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所有满族人，都隶属于其中某
个旗的管辖，男人们都有当兵报效国家的义务。老舍的父亲，姓舒，名叫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一
名普通士兵。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八旗制度，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
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方面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它自始至终地把满族
人全都严格地拴在当兵吃粮的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做工、务农、经商，所以，在八旗兵额不能增
加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广大下层旗人的生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贫困，成了伴随了一代又一
代下层旗人的可怕的魔影。永寿的家，就是京城穷旗人中的典型家庭。老舍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
经出嫁了，家里包括父母、两个没出嫁的姐姐、一个哥哥和他，共计6口，全仗着父亲每月从旗人衙
门领来的3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艰难处可想而知。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满语叫做“巴亚喇
”，用汉语说就是护军。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着拱卫京师安全的任务。到清末的时候，北京旗人
的精神分化很严重，阔绰有闲的旗人们颓唐不肖的很多，但是，下层的穷旗兵，却还多能保持急公近
义、爱国护民的传统。在穷旗兵中间，大家常常互相勉励以国事为重，他们最爱说的，还是那么一句
硬话：“旗人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的家伙和一身的疙瘩肉！”他们得像一代又一代的先人那样，随
时准备投入爱国报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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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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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老夫没有在其中写19万字，老夫是不会给个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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