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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伦在研究蒙古文学

的过程中 ,对蒙古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复杂

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了充分的思考 ,着

重探索了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

系 ,前瞻性地发起了有别于传统翻译研究的

文学翻译本土化课题 。通过系统的文学翻译

本土化研究实践 ,论证出文学翻译是蒙古文

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重要命题 。在

《蒙古文学概要 》和 《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

篇 》中界定了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

位 ,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 ,在蒙古文学研究中

开辟了比较文学空间 ,确定了蒙古国文学研

究的格局。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之路为我

们探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提供了

一个典型的个案 。

(一)文学翻译本土化

———文学接受演变模式

　　达木丁苏伦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同时

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精通藏 、梵 、

满 、俄等多种文字 ,翻译过 40多篇俄苏文学

作品 ,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 。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

他探讨了俄 —蒙文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技巧与

翻译艺术 ,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 ,结合蒙古民

族与其他民族在语言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差

异 ,对翻译现象做出理论性的阐发。 《翻译

外文诗歌———贤明的奥列格之歌翻译注

疏 》、《翻译俄文文学作品体会》、《我的一些

翻译心得》等文章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翻译

实践 ,为蒙古国翻译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在

翻译研究上的兴趣远远不止于此 ,结合蒙古

文学发生 、发展的特点 , 自 20世纪 50年代

起 ,达木丁苏伦立足于翻译与蒙古民族文学

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前瞻性地提出对蒙古

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沿课

题 ———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

谈及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 ,我们不能不

提到俄罗斯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

学研究所做的贡献。符拉基米尔佐夫①在蒙

古语言 、历史 、民族学方面成就显著 ,而他在

蒙古文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则往往为学

者们所忽略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洛夫在梳理

符拉基米尔佐夫文学研究思想时曾评价:

“尽管在蒙古文学和民俗学方面广泛涉猎的

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在该领域留下任何专

著 ,然而 ,他的 30多部相关著述却开垦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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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研究的处女地 , (我们)可以认为 ,他的

研究涉及蒙古文学和民俗学诸多方面 。”②

1921年 ,符拉基米尔佐夫发表了论文 《〈五卷

书 〉的蒙古故事集 》, ③文中对流传于蒙古地

区的《五卷书 》中的一些故事的本土化问题

进行了初步探讨 。在此后直到他谢世的 10

年中 ,他没有再触及这项工作。达木丁苏伦

曾不无遗憾地说:“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继

续这项自己发起的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 ,

忘却 、放弃了 ,这是蒙古文学研究的严重不

足。”④倘若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英年早逝 ,也

许他会继续深入和推进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

时代将此重任赋予达木丁苏伦 ,文学翻译本土

化研究与符拉基米尔佐夫有着直接关联 ,而将

它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及实践 ,提升到一定的

理论层面 ,弘扬倡导的则是达木丁苏伦。

归结起来 ,达木丁苏伦主要从三个层面

倡导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 。首先 ,从理论层

面进行系统的阐释 。 1956年 ,达木丁苏伦在

提出撰写蒙古文学史原则时 ,第一次涉及文

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探讨译作逐渐变异 ,反

映出蒙古状况 ,具有蒙古特色等方面……是

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是书写文学史的

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⑤ 1959年在题为《蒙

古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 ,达木丁苏

伦继续阐发这个观点 。他说:“特别是需要

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融入蒙古

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 ,以及该作品所具有

的蒙古文学特色 。 ……对于翻译文学逐步发

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和研究 ,是当前

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⑥他进一步

明确了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的内涵及其

研究意义 ,将渗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

族精神的译作称为蒙古本土化的作品 ,并将

它们在融入蒙古文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称

为本土化。

在实践层面上 ,通晓藏文 、梵文 、俄文的

达木丁苏伦 ,选择了 17— 18世纪的文学翻译

为主要研究对象 。他从蒙古民族的审美情

趣 、价值取向 、民族心理 、文化背景 、生活习

俗 、思维方式等方面 ,尽可能 “从多角度 、多

方位” ,对蒙古文 《萨迦格言 》、《育民甘露 》、

《米拉日巴传》、《杜鹃传 》、《尸语故事 》、《大

菩提经重要传说 》、《白莲花簇》、《三十二个

木头人 》、《目连救母经 》、《罗摩衍那》等作品

在思想内容 、体裁样式 、情节 、细节等方面所

发生的变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得出

“(蒙古文学)在接受印度文学的过程中 ,并

不是刻意地保持其原有的状态来接受 ,而是

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对其进行修改 、

加工以后才加以接受 ”⑦的结论。

如果说达木丁苏伦试图通过文学翻译本

土化研究有效地解决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之

间的关系的话 ,那么达木丁苏伦对蒙古国现

代文学的启蒙作用则是他对这项研究有目

的 、有意识的尝试与实践。他将几十年来探

索蒙古文学发展模式的多层次思考置于发展

蒙古国现代文学实践之中 。

作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

有意识地通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影响刺激乃

至推动蒙古新文学发展 ,将翻译视为发展蒙

古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他翻译了

不少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 ,尤其是俄罗

斯作家普希金的作品 ,如 《渔夫和金鱼的故

事 》、《贤明的奥列格之歌 》、《乌云 》、《每当

我在喧哗的市街游荡 》、《青铜骑士 》等 ,还翻

译过莱蒙托夫 、屠格涅夫 、契诃夫 、高尔基 、马

雅可夫斯基等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一些作

品 。其中 《贤明的奥列格之歌 》成为蒙古文

学翻译史上的典范。通过翻译为蒙古本土文

学引进新的文学和创作元素的同时 ,达木丁

苏伦不忘 “失去自己的文化土壤 , 外来借鉴

也就无从附丽”的原则 ,始终强调 “蒙古新时

代的文学 ,是在蒙古民间文学 、蒙古文学以及

苏联文学三个支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⑧

的观点 。从他创作的诗歌 、小说 、戏剧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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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借鉴外来资源 ,追求文学的蒙古特

色与风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

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是达木丁苏伦对蒙

古文学中翻译活动运行模式的考察 、总结与

实践。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构成 “文学翻译

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 ”这一论题

的学理基础 。

(二)文学翻译———
蒙古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

　　蒙古国的学者自誉 “蒙古国是一个翻译

的国度 ”。回顾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 , 我们

会发现这种提法并不为过 。历史上 ,蒙古地

区曾经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分别是

17— 18世纪印藏文学蒙译 、19— 20世纪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蒙译和 20世纪蒙古国以俄苏

文学为主体的欧洲文学蒙译 。历史上 ,先后

涌现了诸如搠思吉斡节儿 、锡喇卜僧格 、索诺

木嘎剌 、席勒图固什 、札雅班第达·那木海扎

木苏 、贡噶斡节儿 、噶尔丹席勒图呼图克图 、

大固什阿旺丹陪 、察哈尔格西 ·罗桑楚臣哈

斯宝 、尹湛纳希 、古拉兰萨等著名的翻译家群

体 。他们从汉语 、藏语 、梵语等语种翻译而来

的作品蔚为可观。到了近代 ,以俄苏文学为

主体的欧洲文学大量进入蒙古国 ,俄苏 、捷

克 、东德等国文学被翻译为蒙古文。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蒙古国将介绍借鉴的目光投向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 ,西方文论逐步进

入蒙古国。

以往对于翻译与蒙古文学的关系问题 ,

蒙古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早期的

欧洲蒙古学者为代表 。尽管他们发现蒙古文

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翻译作品 ,但遗憾的是 ,

他们并未重视这些译作在蒙古文学史上所起

的作用 , 得出 “蒙古没有本民族独立的文

学 ”、“蒙古文学完全是佛教文学 ”、“蒙古文

学完全是翻译 、复述 、转述的文学 ”等⑨结论。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蒙古学者对

文学翻译的作用认识不足 ,对于蒙古文学史

上遗存的翻译作品往往退避三舍;间或有论

述者 ,也是点到为止。⑩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

者中最早探索文学翻译与蒙古文学发展之间

关系的学者 。

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 ·列夫维尔在

论及翻译对文学的作用时指出:“随着译介

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 ,随着比较

文学学科和文化史方法论的理论注入 ,翻译

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 ,因

此(现在)研究比较文学必谈翻译 。” 11倘若

说这种提法诞生于 20世纪全球文化交融共

铸的大文化背景之下 ,那么 13、14世纪蒙古

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交

融的作用 ,为达木丁苏伦重视探讨翻译与蒙

古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提出翻译是蒙古文

学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这一论题提供了先决

条件。

13、14世纪 ,蒙古民族在军事上的强大

及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 ,使得蒙古成

为东西方往来交通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 ,制定了 “政教并行 ”的治

国方针 ,大力弘扬佛教 ,由朝廷出资翻译了大

量的印度 、西藏佛教经籍。随着 16世纪下半

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传播 ,蒙古出

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 。大量印度 、西

藏佛教经籍被翻译成蒙古文 ,尤其是 18世纪

佛教的重要典籍 《甘珠尔 》和 《丹珠尔 》的翻

译与出版 ,更加推进了印度文学 、我国藏族文

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它们 “对蒙古文学的

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丰富和发展了蒙古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体裁和风格 ,使它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 12譬如蒙古传记文学 、短

篇小说等文学式样的产生以及蒙古诗学理论

的出现 ,与印度文学及我国藏族文学的影响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13

19世纪至 20世纪初 ,是我国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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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蒙译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 , 《诗

经 》、《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

梦 》、《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 》、《今

古奇观 》、《东周列国志 》等大量古典名著被

翻译成蒙古文 ,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这些

作品的蒙译及其传播对于蒙古本土文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蒙古作家文学和民

间文学取得长足的发展 ,而且还促成了 19世

纪蒙古文学的历史变迁 ,为尹湛纳希的长篇

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开创了蒙古长

篇小说创作的先河 ,推动了蒙古文学的发展。

如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 ,蒙

古文学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如此重大的

历史性变迁 。如果在蒙古文学史上忽略汉文

小说的蒙译 ,那么就无法准确地把握 19世纪

蒙古文学史发展的客观情况。 14

20世纪上半叶 ,同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

一样 ,蒙古国诞生了新文学。在蒙古新文学

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中 ,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

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蒙

古国现代文学滋生发展的重要外来资源。蒙

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们几乎或多或少地接

触过俄苏文学并为它们所深深吸引。纳楚克

道尔基 、达木丁苏伦 、博音尼木等蒙古现代文

学奠基者们无不埋首翻译。 “蒙古的知识分

子在日益更新的蒙古文学中 ,加入了俄苏文

学的影响 ,对其进行了整理 、介绍 、翻译 、出版

工作。” 15这是二 、三十年代的蒙古国现代文

学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

我国 “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有一些相似之处 ,

无论就思想内容而言 ,或者就艺术形式而言 ,

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深刻影响 。而得益于俄

苏文学 、德国文学等外来文学滋养的二 、三十

年代文学奠定了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达木丁苏伦反复强

调的 “文学翻译在蒙古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起

着巨大的 、不可抹杀的作用 ” 16的深层内涵。

他之所以提出文学翻译为蒙古文学发展的主

要建构力量这一足资文学史研究者予以深入

思考的论题 ,是要求蒙古文学界要沿着这条

事实上的发展主线进行研究和总结 。

(三)《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 》
———拓宽经典

　　与其他民族文学经典化一样 ,蒙古文学

经典的形成也是通过一个反复的接受过程

的 。蒙古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世纪 ,俄罗斯的蒙古

学学者普布夫编写的 《蒙古文学读本 》(1835

年 ,喀山出版),科瓦列夫斯基的两卷本 《蒙

古文学精选 》(1836— 1837年 ,喀山出版), А

· М·波兹德涅耶夫也出版过类似的文学读

本 。这些读本有个共同的特点 ,即真正意义

上的文学作品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还包括蒙

古的历史 、文化等方面的作品。因此可以称

之为 “作品选”,而不是 “文学经典 ”。第二个

阶段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俄罗斯的蒙古

学学者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共同整理 ,于

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 《蒙古民间文学选

编 》。这个读本被公认为是 “一本具有真正

蒙古人民作品性质的选集 ”。值得注意的

是 ,该读本中几乎没有收录书面文学作品 ,而

全部是札木察拉诺与鲁德涅夫从蒙古人嘴里

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 1907年 А· М·

波兹德涅耶夫在卡尔梅克大学教授并整理出

版的文学读本。由布里亚特学者 B·巴扎尔

于 191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 《布里亚特美文精

选 》。第三个阶段是指 20世纪 50年代前后 ,

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的学者们相继出版了一

些为大 、中学生编写的文学读本。蒙古的额

尔德尼巴特 、伊喜道尔吉 、登伯日勒 、达勒哈

扎布 、浩日劳 、达木丁苏伦 、策伯勒等人均编

写了针对各个不同年级的 、各种不同版本的

文学读本 。其中 , 达木丁苏伦编撰的 《蒙古

古代文学精选百篇 》在蒙古文学经典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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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它将文学翻译文本经

典化 ,将文学翻译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 ,拓宽

了蒙古文学经典 。

1959年达木丁苏伦编写的《蒙古古代文

学精选百篇 》,使收入这里的 100篇作品成

为蒙古文学经典 。半个世纪以来 , 《蒙古古

代文学精选百篇 》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

究者充分研讨 ,作为文学名著列入蒙古国及

我国内蒙古地区高等院校的教材 ,在蒙古国

及我国内蒙古地区多次再版。

据粗略统计 , 《百篇 》收录了 20多篇翻

译文学作品 ,约占全书的 20%。 17这些入典

的作品在此之前并未纳入蒙古文学宝库。

《百篇》的出版拓宽了蒙古文学经典 ,还肯定

了蒙古文学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

本经典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为书写蒙古

文学史创造了条件。

(四)《蒙古文学概要 》

———界定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学史的编写 ,最早始

于 19世纪中叶 。 18 20世纪是书写蒙古文学史

的高峰时期。在 20世纪初期 ,俄罗斯学者 A

·М·波兹德涅耶夫出版了其在彼得堡大学

授课期间的讲义 《蒙古文学讲义》。 1907年德

国的蒙古学者 B·罗菲尔在布达佩斯用德文

撰写并出版了 《蒙古文学史纲》。 20世纪中

后期 ,俄罗斯 、德国 、蒙古国和我国的学者们

相继出版了十多部蒙古古代文学史。 19

较之既往文学史 ,达木丁苏伦与曾德主持

编写的《蒙古文学概要》首次将文学翻译纳入

其中 。 1957年出版的 《概要》第一卷 ,以 “ 13、

14世纪的翻译作品”为一个章节论述了当时

蒙古人对于外文书籍的翻译情况 ,介绍了搠思

吉斡节儿翻译的 《入菩萨行经》残卷 ,希日布

僧格翻译的 《金光明经》等少数佛经 ,以及索

诺木嘎剌翻译的具有世俗文学性质的 《萨迦

格言》残卷等译作。初步尝试后 , 1959年达木

丁苏伦大胆提出 “将译作保存在蒙古文学宝

库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论题。该论题一经

提出 ,立即在蒙古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能否

将文学翻译纳入蒙古文学史版图的论争连绵

持续了 20多年。倘若说收入 “《西游记 》蒙文

译本节选”、“《水浒传》”、“汉文作品在蒙古地

区的口头传播”等章节的第三卷出版时还算

风平浪静的话 ,那么收入大量 “与印度文学有

关的文学作品”和 “与藏文学有关的文学作

品 ”的第二卷的出版则步履维艰 ,在蒙古学界

激起了千层波澜。将取材于 《〈五卷书 〉的蒙

古故事集锦 》、《毕格米吉德罕》的三本书 、

《〈罗摩衍那〉的蒙古故事》、《娜仁格日勒仙女

传》、《目连救母经 》、《大菩提经重要传说 》、

《尸语故事》、《白莲花簇》等翻译作品写入蒙

古文学史 ,除了需要 “重新细致研究 ”外 , “得

到大家认可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20

第一卷与第二卷出版时间间隔近 20年 ,

从时间跨度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当年争论之尖

锐 ,编者面临困难之重重 。在这场 “持久战”

中 ,编者肩负着 “打破和改变人们头脑中根

深蒂固的观念”、“反拨蒙古根本没有古代文

学 、蒙古古代文学都是宗教文学”的重任 ,还

要摆脱各种人为的羁绊 ,  21取得社会和公众

的认可 。在半个世纪以前 ,能够有勇气和胆

量在文学史上界定文学翻译的地位 ,足以显

示出达木丁苏伦改变当时的文学研究状况和

确定蒙古文学史格局的开创性学术野心 。在

编撰过程中他多次表明了将文学翻译纳入文

学史的恒心:“在蒙古的古代文学方面 , ……

遇到困难是难以避免的。要使那些认为蒙古

根本没有古代文学 ,或是认为有古代文学 ,但

全部都是宗教文学的人们相信蒙古不但有古

代文学 ,而且世俗文学在其中还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 ,这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在

这道难关面前 ,我们不会屈服 ,不会跌倒 ,我

们一定要努力向前 ,纵横驰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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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 ,都要在与他

人的对话中才能体现出来 。追求蒙古文学的

价值是达木丁苏伦文学翻译本土化研究的出

发点。立足于本民族文学传统 ,达木丁苏伦

构建出符合蒙古比较文学需要 ,有蒙古特色

的理论体系 ———文学翻译本土化。文学翻译

本土化研究实践有效地解决了翻译与民族文

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翻译为文学的主要建构

力量;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本经典化

之间的关系;翻译在民族文学史中的地位;翻

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策略;在民族文学内部

考察译作能否揭示特定文学系统其文学接受

的演变模式等一系列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西方当代译介学领域集中探讨的问题 ,肩负

并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蒙古文学研究特定的

历史使命。

蕴藏着蒙古比较文学特质的文学翻译本

土化研究实践 ,证明了蒙古比较文学与西方的

比较文学一样 ,有其自身的发生 、发展轨迹 ,是

立足于本土的。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研究

轨迹表明:“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

跨文化研究 ,而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

学中的翻译不是一般翻译而仅指文学翻

译?” 23对于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问

题 ,这岂不是一个完美的回答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 06JA75011-44002] )

①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 1931),俄罗斯著名

蒙古学家 , 1904至 1909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

系 ,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 、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

学生。 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他在蒙古语言 、

历史 、民族学等方面成就卓著 , 著有《成吉思汗传 》和

《蒙古社会制度史 》两部专著。

②[俄 ]米哈伊洛夫著《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文学

研究思想 》 , 《蒙古民族的语言学与历史学———纪念鲍

里斯·雅科夫列维奇· 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 》第 41

页 ,莫斯科 , 1958年。

③[俄 ] 《〈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 》:《俄罗斯科学院人类

学与民族学资料汇编 》 , 1921年。

④⑤⑥[蒙古 ]达木丁苏伦著 《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些问

题 》第 65、63— 64、 65页 ,乌兰巴托 , 1959年。

⑦ 22[蒙古 ]达木丁苏伦《〈蒙古文学概要〉之编写的一些

经验 》 ,蒙古国《作家报 》 1988年 9月 13日 ,第 220期

(17123)。

⑧达木丁苏伦《达木丁苏伦全集 》第 3卷第 327页 ,乌兰

巴托 , 2001年。

⑨[苏联 ]米哈伊洛夫著 、张草级译《蒙古现代文学简史 》

第 15页 ,作家出版社 1958年版。波兹德涅耶夫在他

的《蒙古文学讲义 》中还把蒙古文学划分为:西藏蒙古

文学 、中国蒙古文学 、满洲蒙古文学和真正的蒙古文学

等几个部分。

⑩除了达木丁苏伦 、曾德主编的《蒙古文学概要 》外 , 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蒙古族文学史 》在第 2卷第 11章

第 6节涉及了印藏文学翻译及其对蒙古族文学的影

响;在第三卷的第一章 、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哈斯宝的文

学翻译与文学批评及汉文小说的蒙古文译本。

 11[英 ]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安德烈·列夫

维尔(Andrelefevere)编《翻译 、历史与文化 》第 12页 ,

伦敦 , 1990年。

 12仁钦道尔吉著《印度文学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以

〈罗摩衍那〉为例 》 ,选自季羡林主编《印度文学研究集

刊 》第 2辑第 220— 229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版。

 13荣苏赫 、赵永铣 、梁一儒 、扎拉嘎主编 《蒙古族文学史 》

第 2卷第 598、 668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Ⅰ在 13、14世纪以前 ,蒙古文学之中一直是史传不分 ,

也就是说 ,历史文学和传记文学一般是合二为一的。

到了 13、14世纪 ,蒙古作家搠思吉斡节儿模仿印度 、西

藏佛教文学的高僧传记 , 用藏文撰写了记述释迦牟尼

生平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行 》。 这是该时期惟一的

高僧传记类作品。随着印度和中国藏族文学对蒙古文

学影响的加深 ,大约在 17世纪初期 ,单一的传记和传

记文学开始出现。 《阿拉坦汗传 》和 《名为黄金史之成

吉思汗传记 》等作品的问世 , 成为蒙古文学独立的传

记文学体裁形成的标志。这样 ,在印度和中国藏族文

学的影响和推动下 ,蒙古文学结束了史传不分的历史 ,

蒙古的传记文学从历史著作中分化出来 ,形成了一种

新的独立的文学体裁。 传记文学的出现 ,体现了周边

文学在蒙古民族历史和传记 、历史文学和传记文学的

发展和分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Ⅱ蒙古短篇小说的出现也同样受到印度 、西藏佛教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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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学的有力影响和推动。佛教故事在蒙古地区的流

传过程中 ,推动了作为蒙古短篇小说类型之一的佛教

劝世小说体裁的出现。蒙古的佛教劝世小说主要以印

度 、西藏或中原汉地的佛教故事为素材 ,以佛教的因果

报应 、转世轮回为主题 ,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说经

话本 、讲经小说。但在形式上还是采用了蒙古民族传

统的韵文的表述方式。譬如《娜仁格勒仙女传奇 》 ,以

散文体描述主人公娜仁格勒历经人间 、地狱的艰险 ,最

终修成正果 ,获得涅槃的故事。这种类似的劝世小说

都是蒙古人借用印度 、中国藏族和汉族文学中的某些

人物和情节素材重新创作的故事。 《娜仁格勒仙女传

奇 》的人物和情节完全虚构 ,是具有小说基本特征的

传奇故事。这种非真人真事的传奇故事的创作为写作

主体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是蒙古小说发

展形成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当然 , 这种飞跃离不开

印度 、中国汉族 、藏族佛教故事的影响。

 14扎拉嘎先生曾在题为《汉族文学影响与蒙古族文学在

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 》一文中 ,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

分的论证。他梳理了汉文小说蒙译活动对 19世纪蒙

古文学结构变迁的影响轨迹:19世纪蒙古文学结构变

迁 ,汉文小说的翻译活动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汉文

小说蒙古文译本的广泛流传 ,改变了蒙古民族的文学

欣赏理念 ,化解了蒙古文学传统的创作与欣赏之间的

循环结构 ,使书面文学和受到书面文学制约的本子故

事 ,成为文学欣赏活动的主流。文学欣赏习惯和文学

欣赏心理的改变 ,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

广泛的基础。参见扎拉嘎著 《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

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 》第 285—

293页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15[蒙古 ] D.策德布编《Ts· 达木丁苏伦全集 》第 3卷第

327页 ,乌兰巴托 , 2001年。

 16[蒙古 ]达木丁苏伦著《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 》第

28— 31页 ,乌兰巴托 , 2000年。

 17主要有 13、14世纪的搠思吉斡节儿翻译的 《入菩萨行

论 》的第十章注释(第 28篇)、希日布僧格翻译的《金

光明经 》第二十四章(第 32篇)、丹巴道尔吉翻译的

《简明金光明经 》(第 33篇)、索诺姆嘎剌 、莫日根葛

根 、丹巴勒扎勒桑 、诺姆图·仁钦翻译的萨班·贡噶坚

赞的《萨迦格言 》第一节(第 34篇);17、18世纪的 《目

连救母经 》(第 44、 45篇)、席勒图绰尔济固什翻译的

《米拉日巴传 》节选(第 47篇)、《米拉日巴道歌 》节选

(第 48篇)、《故事海 》的第四十节(第 50篇)、《尸语故

事 》(前十三章是翻译、第 56篇)、龙树的 《育民甘露 》

(第 57篇)、《杜鹃传 》(第 60篇)、《水树格言 》(第 76

篇);19世纪的汉文译作《水浒传 》第四卷第 22回(第 78

篇)、琶杰演唱的《水浒传 》第 22回(第 79篇)等篇目。

 18 1833年俄罗斯喀山大学蒙古语教研室著名的蒙古学

者 O·科瓦列夫斯基根据自己所教授的文学史讲义编

写出了最早的蒙古文学史。遗憾的是 ,这部蒙古文学

史的开山之作焚毁于 1863年的华沙大火灾之中。

 19俄国学者G·I·米哈伊洛夫与 К· N·雅兹卡夫卡娅

(1969);德国学者瓦尔特·海西希(1972);蒙古国的 Б.

索德诺姆(1946)、Ts·达木丁苏伦 、曾德(1957、 1968、

1977)、D.策伦索德诺姆(1987);我国的满昌(1981)、五

校学者(1984);齐木道吉 、梁一儒 、赵永铣等人(1981,中

文),荣苏赫 、赵永铣 、梁一儒 、扎拉嘎等人(2000,中文)

均编写过不同类型的蒙古古代文学史。

 20[蒙古 ] D.策德布编《Ts·达木丁苏伦全集 》第三卷第

554— 555页 ,乌兰巴托 , 2001年。 “第二卷中有以前从

未被研究过的许多文学作品 ,同时由于重新研究并纳

入了大量的究竟与印度 、西藏的文学是有关系 ,还是没

有关系的十分复杂的文学作品的缘故 ,除了在撰写本

卷的时候非常困难之外 , 在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也是

非常的困难。”

 21[蒙古 ] D.策德布编《Ts·达木丁苏伦全集 》第 3卷第

554— 555页。 1970年 ,年愈六旬的 Ts·达木丁苏伦在

给学生巴斯特的复信中说:“我一直在阅读书籍 ,进行

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某些领导者却认为我在做一些毫

无意义的事情。我自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我觉

得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有关 17、 18世纪文学史的知

识 ,如果不将这些知识书写出来留给后人就死掉的话 ,

我会觉得非常遗憾。因此我打算将它们写出来。可是

能够理解我的人非常少 ,支持我的人更是没有 ,所以感

到有些困难。我现在还能工作 ,但谁知道我还能坚持

多久呢。大概 `来日无多 '了吧。”

 23乐黛云著《比较文学简明教程 》第 130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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