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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诗海的人

──记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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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辽阔无边的草原是他诗篇中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童稚纯朴的诗兴萌发的地方。１９２８年,巴·布林贝赫出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

（今赤峰市）巴林右旗一个贫寒的牧民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水草丰美的草原,他的母亲是一位民间歌手,她用自己的奶汁、泪水和歌声

养育了年幼的巴·布林贝赫,使他从小深受民间艺术的熏陶。也许在那时就孕育了他要当一名诗人的念头。正如他所言:“生活所以需要

诗歌,是因为她来自梦想,诗歌所以需要梦想,是因为她来自生活,梦想是心灵开不败的花朵”。 

    １９４８年,当时年仅２０岁的巴·布林贝赫参加革命,投入火热的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同年,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

学习,开始接触到大量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进步文艺作品。１９５８年,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部队转业到内蒙古大学从事蒙古文学教

学。１９６０年,又考入本校文研班学习。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著作,开阔

了理论视野,提高了文学创作水平,为他后来的教学、科研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内蒙古自治区

第一代蒙古族文学理论工作者和诗人。 

    在谈到他的诗歌创作时,巴·布林贝赫曾说:民族的心灵,只有通过民族的语言,才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表达。而这也溶注在他的诗歌

创作中。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对诗歌的深深恋情,在现实生活中努力捕捉创作灵感,创作出众多题材的诗歌作品,充满激

情地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讴歌了草原人民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你好,春天》、《黄金季节》、《生命的礼花》、《喷泉》、

《凤凰》、《星群》、《巴·布林贝赫诗选》等１５部蒙汉文诗集,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美。他的一些诗集被译成英文、

日文、朝鲜文和世界语,在国内外文学界广泛传播,博得好评。他的诗歌创作表现了粗旷的草原风格、纯朴的民族感情和炽热的爱国热

情,继承和发扬了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又不为传统的表现手法所束缚,得心应手地运用变化无穷的比兴、排喻等手法,使咏叹的感情更加

深沉,表现草原风光更富有色彩。而他后一时期所作的《春醒》、《叶子》、《命运之马》等抒情长诗,表现手法则更加丰富,创作个性

也更加鲜明突出。他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开拓出蒙古族诗歌的新领域,为蒙古族诗歌的发展和丰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巴·布林贝赫教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工作者,他除了搞好平时的教学工作外,还直接指导培养了蒙古文学专业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共２０余人,为我区蒙古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培养了高层次人才。同时,在繁忙的教学和创作之余,他默默地从事着蒙古

族诗歌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工作。九十年代,由他撰写和主编的蒙古族诗歌理论方面的著作相继出版,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蒙古族诗

歌美学论纲》填补了蒙古族诗歌美学研究的空白。该书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而他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则建构了自己特色的蒙古英

雄史诗诗学的理论框架,在国际蒙古学界颇有影响。该书也荣获首届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民

族图书奖三等奖。此外,他还撰写了有关诗歌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文章６０多篇,其中《新诗寻觅者的札记》荣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索

龙嘎文艺评论奖一等奖,《蒙古英雄史诗中的马文化及马的形象》一文被收入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阿尔泰文库中。他

的多篇论文在国际蒙古学学术会议和国内重大学术会议上宣读,并被国内外有关权威杂志转载或收入索引,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近

年来,他还频繁与美国、日本、蒙古等国学术团体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蒙古学中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 

    成绩带来了荣誉。由于巴·布林贝赫教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的丰硕成果,使他成为国内外蒙古学界的知名学

者。１９９２年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曾任中华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现任中

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内蒙古文联名誉主

席等职。他的名字和事迹也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十几部大辞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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