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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华 文 文 学 资 料 的 收 集

口高玛莉 洪丹萍 吴荫东

摘要 随着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
,

研究工作的加强
,

相应的资料收集工作也 日益显得 重要
。

文章概括与分析了收集有关研 究资料的三条重要果道
,

并提 出进一步加强 资料工作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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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及研究状况

世界华文文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 中国文学

包括台
、

港
、

澳文学 ! ∀ #! 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 ∀ ∃!

欧美华文文学及澳大利亚华文文学
。 “

华文文学
”

的

概念
,

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东南亚
,

随

着华侨和华工的流布
,

中国文学不断传播到海外
。

二

战期间
,

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
、

印度尼

西亚等地蓬勃发展起来
。

二战之后
,

华文文学已发展

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语种文学
。

上世纪 # % 年代的留欧

美 日热
、

&% 年代留苏热
、

∋ % 年代的留美澳欧热
,

大批

留学生涌人东西方各国
,

华文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盛况
,

形成了世界性 的规模
。

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同出一源
,

具有炎黄文化

的基因
,

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

都是华族文化长

河中流淌着 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学
,

是一体多元的

中华文化 ∀ 同时它们又已分别与住在国本土文化相

交织
、

融合
,

具有 自己独特的意蕴
、

内涵和形态
。

由于

华文文学在世界上 已形成 了一个特有而多彩的体

系
,

正赢得海 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们的关注

和重视
。

近 # % 年来
,

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地位的提升
,

相

互交流的开拓与扩大
,

探索工作的重视与经验的积

累
,

都催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工作的加强
。

华文文学

研究的加强
,

表现出两种重要 的趋势
。

一是走上更高

的层次
。

# % 年来
,

中国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各

种团体
、

机构和人员
,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

艰苦努

力
,

逐渐将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由一种课题性的研

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的研究
。

随着当代人

文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
,

早期比较单一的作家
、

作

品研究向着文学史
、

文化史
、

民族史
、

国际关系史等

方面纵深发展
,

初步建立起 比较规范的研究体系
。

华文文学研究的加强
,

表现出的另一种趋势是

( ∋

推向更广阔的地带
。

在中国大陆
,

已把华文文学研究

和评论作为一大重要工作来抓
。

各地成立了全国性

和地区性的华文文学学术研究会
,

很多重要省市
、

大

学都成立华文文学教研室或研究机构
,

创办华文文

学研究刊物
,

刊登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品和有关评论

文章
,

有多种著名报刊定期开辟专栏
,

介绍华文文

学
。

多个地区有组织地举行国际性的台
、

港
、

澳及海

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
,

选出优秀论文结集出版
。

许

多出版社为台
、

港
、

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出版了文

学作品
。

港台地区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相当重视
,

举行了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
,

创办华文文学的

刊物
。

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界也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
。

如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等国
。

尽管他

们受到种种条件限制
,

但都能不断克服困难
,

开展讲

习
、

探讨和交流工作
。

如举办文艺营
、

文学理论讲座
、

史料图书展
、

各类文学研讨会
,

出版文学期刊和文艺

图书
,

设置文学基金会和文学奖
,

组织到国外交流访

问等等
。

西方各国的华文文学
,

力量 比较分散
,

发展时间

较短
,

作家处境不佳
,

尚未能成大气候
。

不过北美的

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上
,

占有重要的地

位
,

并曾在上世纪 # % 年代
、

( % 年代和 ) % 年代对中

国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

他们积极构建组织
,

揭示本

地华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和经验
,

加强与其他地区华

文文学的交流
。

如 ∗) ∋) 年 + 月初在美国加州伯克莱

成立
“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 ,

∋% 年代成立
“

北美洲

台湾文学研究会
”

并开过多次年会 ∀ ∗))∗ 年 ( 月来

自秘鲁
、

阿根廷
、

哥伦 比亚等 , 国的华文文学作家

代表在 巴西开会
,

成立
“

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家协会
” 。

欧洲华文文学先后进人研究者的视阂
,

也有不少成

果问世
。

澳大利亚华文作家作品也为研究者所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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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 文学资料 的收集

愈
已有专著出版

,

报刊也发表过一些有关的文学评论

和论文等
,

并经常有代表参加各国和各地 区的华文

研讨会
。

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和创作
。

#一−下年第&期

大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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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华文文学资料的收集渠道

勿庸赘述
,

加强资料信息工作是研究世界华文

文学的基础
。

要与华文文学研究发展 的情势相适

应
,

必须做好开拓资料收集渠道的工作
。

就现有的

情况看
,

下列几种渠道是值得重视或注意的
。

 ! 出版社和有关报刊
。

现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出版社
,

如 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中国友谊 出版公 司
、

海峡文

艺出版社
、

鹭江出版社
、

花城出版社
、

百花文艺 出版

社等
,

都为台
、

港
、

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出版 了大

量作品及研究专著
。

另外大陆及港台地区有一些刊

物
,

如《世界华文文学》
、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
、

《四

海》
、

《华文文学》
、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

究》
、

《台港文学选刊》
,

以及香港的《香港文学》
、

《八

方》
、

《香港文学报》
,

台湾的 《联合文学》
、

《明道文

艺》
、

《亚洲华文作家》
、

《幼狮文艺》等等
,

都 刊登华

文文学作 品及其研究论文
。

还有《人 民 日报 海外

版 !》
、

《文艺报》等多种报纸
,

辟有专栏刊登华文文

学的文章
。

这是我们搜集资料最为广阔的渠道
。

# !电子网络
。

电子网络已成为 当今世界最便捷 有效 的传播

媒体之一
。

在国外
,

特别是北美
,

电脑网络杂志已成

为传播华文文学创作的最佳途径
,

其影响力远远超

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
,

成为北美华人特别是知识分

子阶层汲取祖国文化的主要渠道
。

∗ ))∗ 年 / 月美国

全球第一家中文电脑周刊《华夏文摘》诞生
。

自 ∗) )∃

年起
,

由遍布世界各 国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主

办的综合性中文电子杂志如潮水般涌现
。

如美国的

《未名》
、

《新大陆》
、

《布法罗》
,

加拿大 的《新语丝》
、

《联谊通讯》
、

《红河谷》
,

德 国的《真言》
,

英 国的《利

兹通讯》
,

瑞典 的《北极光》
,

丹麦的《美人鱼》
,

荷兰

的《郁金香》
,

日本的《东北风》等等
。

这方面的华文

文学资料又新又快
,

成为搜集资料最为新型与快捷

的渠道
。

∃ !专门会议
。

#% 多年来
,

各地举行专门性 的华文文学研讨

会
,

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现象
,

如 ∗) ∋# 年首届
“

台湾

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
”

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后
,

每

两年举行一次全 国性 0 国际性学术会议
,

先后在厦

门
、

深圳
、

上海等地召开
,

至今已开了十二届
。

国内

外与会学者
、

作家很多
,

除第十届外
,

每届会议都有

新的论文集问世
。

又如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研究 中

心与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
、

厦门大学海外

教育学院等单位
,

从 ∗))/ 年至 #%% # 年
,

联合举办

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

从不 同的角度对东南

亚华文文学作了认真的研讨
,

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 中的位置及

其独特的价值
。

∗) ) + 年 / 月在福州召开
“

海外华文

文学青年学者座谈会
” ,

#%% ∗ 年 ∗% 月在福建武夷市

召开了
“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 。

近

# % 年来
,

海外各华文文学机构组织了一些交流活

动
,

如 ∗) ∋ ) 年 ∋ 月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与德国歌

德学院
,

在新加坡联合举办的以东南亚华文文学 为

主题的国际会议
,

又如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自 ∗) ∋ +

年 ) 月在美国成立 以来
,

已先后在各个 国家召开过

五届华文作品讨论会
。

上世纪
’

∋% 年代北美洲台湾

文学研究会开过多次年会
。

) % 年代以来
,

新加坡
、

马

来西亚
、

泰国的华文作家协会先后主办了三届世界

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等
。

每次会议都有新的论题提

出
,

每次会议之后都有新 的成果问世
,

不断地拓 展

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
。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会议都集

中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精英和栋梁
,

而且 汇集 了

许多研究的成果和信息
,

这是一种值得紧紧跟踪的

重要信息资源
。

/! 有关社团组织
。

现在许多国家与地 区
,

都分别成立了华文作家

协会
、

华文文学中心
、

研究会等组织
,

如新加坡作家

协会
、

新加坡文艺协会
、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泰

国华文文学作家协会
、

菲律宾华文文学协会
、

印度

尼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

美 国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

会
、

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家协会
、

荷 比卢华文文学写

作协会
、

台湾世界华 文文学作家协会
、

香港华文 文

学作家协会等等
,

它们与当地作家及本地区内外许

多相关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
。

三 促进资源共享
,

建立完备的华文文学资料库

回顾中国大陆 # % 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

历程
,

虽然取得 了一批阶段性 的学术成果
,

但在 整

个学科的建设 中
,

文学资料 的搜集
、

整理工作显 得

( )



愈
、

世界华 文文 学资料的收集

尤为薄弱
。

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

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
,

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资料的

匾乏
。

由于研究对象同研究者在地域空间上的长期

隔绝
,

加上海外华文文学卷轶浩繁
,

资料收集上的

渠道不通畅
,

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

目前收藏工作做得较好有如下几个研究机构

广东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所
、

暨南大学东南亚华

文文学研究所 ∀福建省台湾香港澳 门暨海外华文文

学研究会
、

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 中心
、

南

洋研究 院
、

台湾研究 院
、

厦门市东南 亚华文文学研

究会
、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 院

文学研究所
、

北京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 ∀ 上海

的邦德学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
,

同济大学海外华

文文学研究所
、

复旦大学 台港文化研究所 ∀江苏省

社科院文学所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

苏州大学世

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

南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等

等
,

各有各的特色
,

但都不甚齐全
。

有识之士呼吁
“

加

强资料 的收集
、

整理及交换
,

逐步建立共 同的资料

库
” , “

内地
、

台港澳及海外学人联合起来
,

共同建立

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 。

台湾世界华文

作家协会决定筹建
“

世界华文文学典藏库中心
” 。

资

料建设是一门学科健全发展的根基
,

也是各项研究

的前提和基础
,

为 了更好地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的深人发展
,

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资源建设
,

已是

当务之急
。

随着世界各华人社 区的兴盛和中华 文化进一

步弘扬
,

华文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文化信

息
,

必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 国
、

各地区人们 的关注

和重视
。

在各研究机构 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

建立若

干共享资料库
,

进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

资料库
。

这个工程
,

将惠及五洲
,

功盖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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