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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套装共3册）》

前言

　　几年前，有几位同志跟我商量共同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原
因是我认为很有必要，首先是我们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很多人不知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有
些什么民族。不说一般人，就连有些大学生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了。大学文
科的文学课程设置，不乏古今中外的文学课，惟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类课程。民族院校有些，但大
多是单一的某某民族文学，谈不到史，更谈不到全面地系统地讲少数民族文学史。因而有的少数民族
学者为此啧有烦言，认为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既日中国文学，就应当包括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学，
否则就改名汉族文学系。这种意见曾反映到教委，甚而上书给人大、政协要求正名。　　我认为名实
固应相副，但只强调改个名称就能解决问题，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吧。即使改了名，汉语专业的学生
远在国外的文学都在学习之列，而在我们身边的兄弟民族文学就可以不学吗？这还不是舍近求远的问
题。我们知道学习一门学科，需要有多学科的知识才能丰富发展它，更不用说进行比较研究了，这就
是提倡要具有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了。　　毋庸讳言，到现在，不论在民族史、文学史方面的系
统教材，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管哪个大学院校，要开这类课，首先要有教材和相应的教师吧。70年
代时，有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对我说，我写中国通史，也知道不包括少数民族史是一大缺陷，但缺
少这方面的资料，很难做出无米之炊。他希望从事少数民族文教工作者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以便补
上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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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套装共3册)》阐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原始社
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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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学良(1913—1999)，字蜀原。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
言文学学科奠基人、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共党员。汉族。山东省荣成县人。1934年就读于北京
大学中文系，1938年毕业。1939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语言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曾深入云
南撒尼彝区调查，完成硕士论文《撒尼彝语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彝语的学术专著。1941年
再入云南彝区调查，翻译彝文经典，写出《彝文作斋经译注》、《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等文章
，发现了彝语元音的松紧特征，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音的比较研究和系属分类提供了重要根据。50
年代初，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文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科研
的各民族优秀人才。50年代中，参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担任第二队领导，赴西南民族地
区调查，并根据苗族的社会情况，参与制订了4种方言文字方案。80年代初主编《语言学概论》，是我
国第一部语言理论专著，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列为全国民族高等院校语言学教材。主编的《汉藏语概
论》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较高水平。曾到美国、法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家和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及
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著述丰厚，从40年代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十余部。主要有《撒尼
彝语研究》、《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民族语言研究文集》、《彝文经籍文化辞典》等；主编了
《语言学概论》、《汉藏语概论》、《普通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彝族文化
史》等。曾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中央大学、东方语专副教授、教授，北
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系主任等职。1999年4月4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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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神话　　神话是主要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关于神的故事。它以不自觉的艺术创作方式和主观
幻想的形式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神话的内容神奇而荒诞
，具有浓厚的浪慢性。尽管如此，它仍是远古人类生活的曲折反映。　　神话是原始社会发展到氏族
公社时期的艺术杰作，是原始文化发展到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
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
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我国少数民族神话篇章浩繁，形象众多，
情节五光十色，精彩纷呈。55个少数民族的神话，构成了琳琅满目的神话宝库。总起来看，这些神话
的内容主要有创世神话，包括开天辟地、人类来源和民族迁徙等；解释自然现象神话，包括物种起源
、风雪雷电、自然秩序等；征服自然神话，包括人类与猛兽、雷雨、风雪、江河湖海、水族等危害人
们生存的各种恶劣的自然现象的斗争；远古社会生活神话，包括远古风习、原始宗教信仰、人类迁徙
、氏族复仇、部落战争等等。其中以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为最著名，给我们留下了探索原
始社会的诸多重要信息，不啻一座珍宝充盈的艺术殿堂。　　少数民族神话和中原神话有密切的关系
，这使它们共处于中华民族神话体系当中。而少数民族神话又分属于其中的两大神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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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脱销了。。。
2、好像是以前那个两卷本的增订本。另外在上海还见过另外某社出的近似三卷本一套，不知是否盗
版，也不知豆瓣上如何来查⋯⋯基本就是各民族文学史（民间+雅文学）简编再取舍摆成一堆。严格
按五种社会形态分期编排，更是彻底过时。不过看在算是此类书第一次尝试份上，四星算是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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