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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文献特点和庋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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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内容提要]:本文在总结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文献学角度对汉文创作进行

了探析,概括出迥异于蒙文书面创作的四个特点。并援引史料,论述了汉文创作的三种主要庋藏形式。 

    [关键词]:蒙古文学;汉文创作;文献特点;庋藏形式 

    在元公12、13世纪,蒙古民族以进人了文明阶段的游牧民族的雄姿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蒙古文化作为典型的游牧文化,一开始就以

其开放性和兼容性著称于世。蒙古民族一方面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民族的文化和东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以其具有独特品性的文化影响了

其他民族。蒙古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留了游牧文化的基本特性;带有浓郁幻想神奇色彩的神话、尚武尚勇的英雄史诗等民

间文学精品层出不穷;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品性。到了13世纪,《元朝秘史》问世,标志着蒙古文学由单纯的民间文学进入

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驾齐驱、各呈异彩的新阶段。这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以韵散结合的文体,将历史与文学熔为一炉,早已成为世界文

学宝库中的名篇巨制。从蒙古帝国肇基之初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时期,蒙古文学受其所跨越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客

观环境的制约,并在毗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其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蒙古作家不仅使用蒙古文,而且同时还使用汉

文、藏文和满文进行文学创作[1],以诸多民族文字的创作丰富了蒙古文学。这在世界其他游牧民族中实属罕见。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对非本民族语言文字之创作产生的时间,可作如下的归纳: 

    (1汉文创作:我们所搜集到的最早的汉文创作是13世纪末的诗歌和元曲。此后历经明代、清代,数百年间汉文创作从未间断,名流辈

出,创作丰赡,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蒙古文学的历史风貌。 

    (2藏文创作:据蒙古国科学院策·达木丁苏荣院士、德·元登博士、勒·呼日勒巴特尔博士、策·阿拉坦格日勒以及我国学者巴·

格日勒图教授诸人的研究[2],蒙古作家的藏文创作始于14世纪,而大量的文学创作则伴随着黄教在蒙古地区盛行,出现于16、17世纪的文

坛,并且持续到近代。 

    (3满文创作:据史料记载,蒙古作家的满文创作始见于清朝中期,由蒙、满语言教科书、文史典籍翻译转入文学创作。其文学文献在

数量上较之汉文创作和藏文创作相差甚远,难能与之匹敌。 

    在非本民族文字的创作中,汉文创作先于其它文字的创作。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所驱使,也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早在

蒙古帝国成立之前,蒙古部落已开始从金国叛亡降附之臣习文书,“于金国往来,都用汉字”[3]。到了蒙古帝国时期,借用畏兀文创制了

畏兀蒙文。同时,又采取有力措施,在蒙古人中培养汉语人才,“故太宗皇帝首诏国子通华言,乃俾贵臣子弟18人先入就学。”[4]元世祖

至元六年(1269),从加强统治的需要出发,创制八思巴文,用以拼写一切文字。定都中原,招募儒士,借鉴中原王朝的历史经验,蒙古统治者

在入主中原之初采取的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加速了汉语言文字在蒙古文人中的普及,进而使他们达到运用自如的水平。 

    援据有元以来的史籍和文人著述,我们可以考知蒙古作家在元代、明代和清代都曾创作有丰富的文学作品。若以年代划分,最早的汉

文创作分别是元至元年间伯颜丞相的诗歌、明洪武年间答禄与权的文集、清顺治年间孝庄文皇后的《皇太后祭大行皇帝文》和色冷的诗

歌。历经三个朝代,跨越数百年,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逐渐发展到百数十人,为我们留下了数十倍于蒙文书面创作的珍贵文

献。 

    从纵向看,元代与清代相隔近300年,汉文创作随着更迭的时序自然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从横向看,元代和清代的汉文创作又与文化

的大交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由草原迁都大都(今北京)后,蒙古官员、文人多集中于此,其学习、使用汉文汉语的

最初目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汉文创作也就应运而生。在清代,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加速汉化,于政务规复明代纪纲,于文化则尊崇儒术;

另一方面明令禁止蒙古人习汉文汉语,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始终处于被禁锢之中。历史条件的变异没能使汉文创作消亡,反而使它得以繁

荣发展。促使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元、清

两代的汉文创作作为一种以文艺作品形式出现的“客观化的意识”,先后产生于多民族杂居的、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时空之内。这就是它

的规律性特征。 

 

    文献是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之一。就历史上的蒙文书面创作而论,多数作品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若《征



 

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孤儿传》乃至《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都是先以口头形式流传,嗣后

由文人润色加工,或编入史籍,或抄缮刊刻,使其定型的。以《元朝秘史》为例,其为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无疑。然而该著作中有关蒙古祖

先的传说、部落来历的传说、祝赞词、歌词等都有着颇为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其中一些传说尚带有原始思维的深刻烙印,较之《元朝

秘史》成书的那个时代尤为远古。17世纪历史文学名著,如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与《元朝秘史》颇为相

似。截止于近代的蒙文书面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民间文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甚至直接引

录了民间创作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取材于蒙古民众的生活,又流传于蒙古民间。似乎可以说,蒙文书面文学是蒙古民众与蒙古文人的

共同创作。从文献角度讲,绝大多数蒙文书面创作经历了由口头传承到文献记载的过程,直接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创作为数无多。19世纪中

叶,尹湛纳希的章回体小说《青史演义》、《一层楼》和《泣红亭》及其他文人创作的大量出现,才使得蒙文书面创作开始截然独立于民

间口头创作;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则不然。综观流传到今天的文学文献,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它直接以书面文学的形式出现,纯属文人创作。 

    其二,惟其在初始既径直采用汉族古典文学的传统文体,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予以增益和完善,因而与蒙古文学的主流——蒙文创作

比较而言,其体裁以多样性见长。 

    其三,自13世纪出现的汉文创作,直至20世纪初从未间断,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世态民情,及其作家的个人意绪,都在这些创作中得以描

绘和抒发,因而其内容较之蒙文创作又以丰富性更胜一筹。 

    其四,汉文创作是蒙古族作家接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产物。作为文学文献,其版刻、流传和庋藏形式都带有农耕文化的特点,与植根于

游牧生活的蒙文创作迥然不同。汉文创作大都产生于都市或定居区,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不仅繁荣了汉文创作,也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和

妥善保存。都市或定居区有着雕版印刷的优越条件,文人易于聚首,切磋可期旦夕,典籍诗书或庋藏金匮石室,或插架翰苑书斋,风雅之士

竞相钞存,坊间贾者集资翻刻,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较之蒙文创作可谓其流传也广,保存也善。 

    上述四个特点是相对于蒙文书面创作而言的。单就文献研究论之,它涉及到版刻、流传等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些最终又要归结于文献

的庋藏。文献研究之所以注重从目录学入手,探究各类文献之庋藏,其道理端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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