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研究方阵 → 蒙古族文学 → 近现代文学 

蒙古族近代文学大师尹湛纳希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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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他一生中写出《红云泪》、《一

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等多部长篇小说和诗文，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文化遗产，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  

    尹湛纳希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尹湛纳希研究，呈现出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初期阶段，七

八十年代以后进入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学者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那木吉勒舍旺等人做了开创性研究工作，为尹湛纳希研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尹湛纳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和出版有关尹湛纳希的各

类学术论文达300多篇，学术著作20多部。在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尹

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尹湛纳希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扎拉嘎研究员的《〈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

《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三部系列研究专著，能够反映尹湛纳希研究的领先水平。 

  一、尹湛纳希研究的初期阶段 

    尹湛纳希研究的初期阶段，学者额尔敦陶克陶等人主要完成了两项学术研究工作。一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学术调研，搜集了大量的有

关尹湛纳希研究的资料；二是整理出版了尹湛纳希文学作品，并开始进行学术研究。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两位先生1956年和1957

年先后两次到尹湛纳希故居——辽宁省北票县，搜集有关尹湛纳希研究的文献、手抄本、石版本资料达100多种。1957年整理出版尹湛

纳希的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青史演义》等文学作品。[1]同时，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那木吉勒舍旺等对尹湛

纳希文学作品开始进行学术研究。  

    额尔敦陶克陶先生在《关于蒙古族杰出的作家尹湛纳希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文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及文

学创作历程。认为尹湛纳希摆脱民间口头文学和历史故事的传统模式，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层楼》等长篇小说，丰富了

蒙古文学，提高了蒙古文学的艺术水平；《青史演义》、《一层楼》和《泣红亭》把蒙古文学优秀遗产同汉族文学遗产有机地结合起

来，客观地反映了蒙汉人民的文化交流；尹湛纳希为蒙古族文学艺术创作树立了榜样，给后人留下了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对规

范蒙古族文学语言，规范蒙古语方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  

    曹都毕力格在《试论〈一层楼〉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文中，对长篇小说《一层楼》所反映的进步思想倾向、人物形象的塑造、描

写艺术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论述的同时，认为《一层楼》是蒙古族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3]  

    那木吉勒舍旺先生在《〈青史演义〉研究》一文中，着重论述《青史演义》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尹湛纳希文学思想的同时，对人物

塑造、情节描写、民族特色、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青史演义》是历史长篇小说，不是史书。[4]  

    索德那木拉布坦等在《论尹湛纳希文学思想和主张》一文中，从儒家与尹湛纳希、文学的教育作用、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民族形

式、艺术构思等方面论述尹湛纳希文学思想和主张，同时从社会背景和哲学角度探索他的文学思想的根源。[5]  

    《浅谈〈一层楼〉、〈泣红亭〉的主要人物形象》一文中，重点分析两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和主要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6]  

二、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  

    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是尹湛纳希研究的关键所在。此项研究关系到准确而客观地评价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

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关系到正确而详尽地解读尹湛纳希及他的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成就。因此，许多学者涉足尹湛纳希家

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其中尹湛纳希研究专家扎拉嘎研究员的《尹湛纳希年谱》、[7]《尹湛纳希评

传》[8]两部学术专著，能够代表此项领域研究的领先水平和最新成果。  

    《尹湛纳希年谱》一书主要由年谱和考证两大部分构成的。  

    （一）书中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了尹湛纳希生平事迹，并勾勒出尹湛纳希生平事迹的基本脉络。资料之匮乏和缺少头绪，主要作

品之未署明创作年代，是以往研究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创作历程的主要难点。扎拉嗄先生针对这一难点，采取系统式的考证方法，将



现存的零散资料视为从整体上剥落下来，保存有整体信息可以互相印证的“化石”，进行全面考证、疏理和资料发掘，终于勾勒出尹湛

纳希生平事迹的基本脉络。在叙述中，一般以国内时事为先，以蒙古地区事件次之，以谱主父兄及交流者事迹又次之，然后叙谱主事

迹，最后是出版书目和生卒人物。  

    此书在其资料掌握方面，立足于系统地汇集和研究有关尹湛纳希生平的各种资料。如：《尹湛纳希家谱》（忠信府原藏）、《尹湛

纳希晚年札记》（作者原抄）、《尹湛纳希早年诗稿》（作者原抄）、《安昌县图志》（忠信府原藏）、《旺钦巴拉墓志碑文》、《满

优什佧墓志碑文》、《嵩吉拉姆墓志碑文》、《会宁寺碑文》、《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嵩威丹忠诗文稿》（作者原抄）、《蒙古族近

代著名文学家》（额尔敦陶克陶编著）、《蒙古风俗鉴）（罗布桑却丹著）、《尹湛纳希研究论文集》、《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

编）、《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土默特旗志》、《朝阳县志》（民国十九年编纂）、《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等蒙古文抄

本、蒙古文碑文、汉文抄本、蒙古文印刷本、汉文印刷本资料共计140余种。可见此书引用资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为了弥补史料的不

足，作者还引用了对《月鹃》、《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等小说本身的分析所得。这些以忠信府往事为基本素材的小说，

确实包含着许多历史真迹。但是扎拉嘎先生把握这些素材与尹湛纳希生平事迹的近似值，并自抒己见。  

    此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注释。每一年年谱下的注释，或几十言，或三五百言，有的甚至长达几千言。这些注释在《年谱》中发挥了

以下作用：一是正文中未尽之言，故置于注释之中，以备验证。二是补充材料，免得正文有堆砌重复之感。三是进一步引证近人的研究

成果以印证正文的相关论述。  

    （二）书中比较全面地考证和澄清了尹湛纳希研究中的许多争论多年的问题。考证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和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劳动，

要求学者一丝不苟、认真对待。书中，关于谱主及谱主直接有关的事项，多数是建立在考证和新的史料发掘基础上的。其中重要考证与

史料发现四十余项。对尹湛纳希之汉名、《古拉兰萨诗稿》的年代、贡纳楚克的生年、贡纳诗作的年代、尹湛纳希早年诗作的年代、旺

钦巴拉率师出征年代、《青史演义》创作年代、《一层楼》创作年代、《泣红亭》创作年代、《红云泪》创作年代、《月鹃》创作年

代、《一层楼》、《泣红亭》创作素材、“顺治帝四公主下嫁”的传说、“土默特贝子谋反”的传说等进行了一一考证辨析，提出了众

多的学术见解。这样不仅对一些过去缺乏研究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一些别的学者已有的结论，作者也发表不同的观

点。例如，关于《青史演义》的创作年代，研究较多，分歧较大的是开鲁本。有些学者认为它完成于1871年，有些学者则认为它始撰于

1870年（同治九年），也有学者认为它始撰于1871年。扎拉嘎先生根据《青史演义》的一些章回的回末或回中随笔，经过系统分析和考

察认为，尹湛纳希是从1867年（同治六年）开始写作开鲁本《青史演义》。自同治六年起，他连续奋力大约四年有余，可能在同治十一

年（1872年）写到小说的第五十回前后时，由于创作思维被困于各类庞杂的材料之中，不能舒展自如曾搁笔中断。此后，大约过去十余

年后，光绪九年（1883年）左右，作者四十七岁时，再次提笔写五十回以后的部分。这次仍然未能寻回创作灵感，大约在光绪十二年

（1886年）前后，写到第六十九回后再次搁笔。那时，作者五十岁。又如关于《一层楼》的创作年代问题，一直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根

据，也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它写作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学者认为写作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尽

管意见分歧较大，但各自都是十年内外的估说，没有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写作年代。这对系统地研究尹湛纳希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同样

成为某种困难的因素。扎拉嘎先生根据对有关资料的考察，认为《一层楼》的写作年代可以更为具体地确定为1864年至1865年（同治三

年至同治五年）间。上述这些例子表明，《年谱》所考证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论据充分，论点明确，逻辑性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并

且此书“考证”专章，与年谱内容相互关联，为《年谱》的写作，打好了基础。  

    扎拉嘎先生所撰《尹湛纳希年谱》一书，对未来的“尹湛纳希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此书不是一般的资料

汇集，主要是考证和推理，从而发现大量过去未被发现的历史事迹，确定了尹湛纳希作品的创作年代。[9]  

    扎拉嘎先生的《尹湛纳希评传》是根据现有史料和考证结果，对尹湛纳希的家世、生平、创作历程、思想发展脉络、各个时期的主

要作品，进行全面研究和评价的学术专著。该书内容由九章组成：第一章·家世与童年；第二章·前期的文学活动与经历；第三章·文

学创作高峰期的经历与交游；第四章·《红云泪》；第五章·《一层楼》；第六章·开鲁本《青史演义》；第七章·开鲁本《青史演义

纲要》；第八章·《泣红亭》；第九章·后期的文学活动与经历。《尹湛纳希评传》在依时序设章节，研究尹湛纳希其人和他的各部作

品的同时，注意探讨尹湛纳希文学道路的发展轨迹。如几部言情小说在情节内容和结构方面所呈现的环形“复归”状态，《青史演义》

早、中、晚期三部不同本子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创作活动由盛及衰的根源等。还提出和探讨尹湛纳希早年由幻想跻身仕途向致力文学

创作的转化问题，尹湛纳希父兄和他本人婚姻不幸、族内矛盾、家道衰落、社会交游及清代蒙古贵族派系矛盾等对他的作品的影响等问

题。  

    扎拉嘎研究员的《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两部专著有自己的逻辑体系，这不是重新发现一两件史料就可以改写的。它

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勾勒尹湛纳希生平和创作的基本脉络，为今后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 

三、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  

    尹湛纳希精通蒙、汉、满、藏、梵诸族语言与文化。他博采众长，融为一家，成为融会蒙汉文学而独创新文学的开创者。尹湛纳希

之所以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蒙古族文学家，除了他本人精通蒙、藏、满、梵诸种语言，并受其文化影响而外，更重要的则是受汉族

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学的影响至深。  

    尹湛纳希文学创作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推动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与汉族文化交流的发展。他不但在自己的文学实践



中积极吸收汉族文学发展中的思想营养和创作经验，而且在《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中用激进的态度热情欢迎内地思想文化对清

代漠南蒙古的影响，塑造出一批促进民族团结的人物形象，赞美杭州等祖国江南大好河山。尹湛纳希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加强了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漠南蒙古与内地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尹湛纳希通过借鉴兄弟民族的文学创作促进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不仅对

后来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史中的一个光辉范例。[8]  

    巴·布林贝赫教授在《心声寻觅者的札记》专著中对尹湛纳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这样评述：精通蒙古族本民族文化遗产和语言

文字的著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多方面积极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对蒙古族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不可比拟的贡献。他创造性地接受

汉族“格律诗”的深刻影响，开创了蒙古族“格律诗”的先河。[10]  

    云峰教授在《蒙汉文学交流的杰出代表尹湛纳希》一文中认为，尹湛纳希以自己的卓越创作，较好地解决了历史上蒙古人学习优秀

汉文化丰富提高本民族文学创作这一课题，推动了蒙汉文学交流。在他以前，从元朝开始就出现了大批学习利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蒙

古族作家，但他们由于历史与生活的局限，往往不能溶入本民族文学创作中，大多民族特色不浓。从尹湛纳希开始，优秀的汉文化才更

好地溶入蒙古族文学创作中，同时由于尹湛纳希具有深厚的蒙汉文化知识，所以他在当时蒙古族备受内外敌人压迫、经济文化相当落后

的情况下，不仅介绍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介绍了中国历史和汉文化，为促进蒙汉民族人民的互相沟通起了积极的作用。[11]  

    德斯来扎布在《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汉族古典文学》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其学习吸收汉族古典文学的艺术素养和技法：

(1)尹湛纳希诗歌创作与汉族古典诗歌体裁形式；(2)尹湛纳希小说创作与汉族古典章回体小说艺术手法；(3)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汉族

小说评点技法。[12]  

    扎拉嘎研究员所著《〈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是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汉族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部学术力作。本书中对

《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作比较研究，在肯定《一层楼》《泣红亭）接受《红楼梦》积极而深远影响的同时，探讨它们的独

创性和民族性。本书由以下内容组成：绪论；第一章·《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思想内容之比较；第二章·《一层楼》《泣

红亭》与《红楼梦》人物形象之比较；第三章·&nbsp;《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创作方法之比较；第四章·《一层楼》《泣

红亭》与《红楼梦》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之比较；结语等。[13]该专著中运用比较文学原理，在宏观把握清代蒙汉两个民族社会生活和

文学状况之同异的基础上，通过对各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诸方面的比较研究，理论上提出并阐释《一层

楼》《泣红亭》既接受《红楼梦》的积极影响，又植根于清代漠南蒙古社会生活和具有艺术独创性的结论。  

    萨日娜、敖·阿克泰认为，19世纪蒙古族小说艺术飞跃发展的杰出代表是尹湛纳希。尹湛纳希的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都不同程度

地借鉴和吸收汉族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其中小说艺术中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描写技法、创作风格等方面尤为明显。

[14]   

四、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 

    尹湛纳希成为蒙古族杰出成就作家，除了一方面积极学习吸收汉族古典文学的养分以外，更主要的在于植根于蒙古族悠久的文学传

统。毫无疑问，如果他在文学创作中，离开了具有蒙古族丰厚底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文学传统，就不能成为蒙古族杰出的

作家。  

    扎拉嘎研究员认为，在尹湛纳希之前，蒙古族的文学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和短篇小说。尹湛纳希

继承和发展了蒙古族古典文学的辉煌成就，揭开了蒙古族文学史的新篇章。[13]云峰教授认为，尹湛纳希在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

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如《青史演义》在故事结构和叙述上有意识地学习《蒙古秘史》，把许多记录在《蒙古秘史》中的奇闻轶

事、民间歌谣传说，原封不动地引入。同时小说还大量采用了民间故事、民歌、好来宝、祝赞词、谜语、格言、成语等蒙古族民间文学

的各种形式，使小说富有民间文学所特有的通俗易懂、活泼幽默的语言风格。[11]  

    德斯来扎布研究员所著《论〈青史演义〉与十部史书的关系》中，论述了尹湛纳希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与蒙古族十部史书文

献的关系，阐释和肯定尹湛纳希继承蒙古族十部史书文献的历史故事、宗教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传统、蒙古人传统思维模式、审美传

统，特别是蒙古族文学语言传统等方面的文学创作成就，认为尹湛纳希之所以成为蒙古族一代文学大师，与他继承和发展蒙古族历史、

文学传统密不可分。[15]  

    巴·苏和编审在《尹湛纳希与蒙古族民间文学》一文中认为，尹湛纳希创作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是与他继承蒙古族民间文学的优

秀传统分不开的。的确，尹湛纳希宏伟壮丽的创作大厦正是矗立在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基石上的。他的成名之作长篇小说《青史演义》、

《一层楼》和《泣红亭》都闪耀着蒙古族民间文学的绚丽光华。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观点：（一）尹湛纳希善于运用蒙古族民间文

学的题材反映生活，揭示现实真相，表达思想感情。他在《青史演义》里，巧妙地取材于蒙古族民间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员大

将》，表达了他的任人唯贤的人才思想。尹湛纳希《青史演义》里的“窝格仑夫人五箭训子”故事的原型是蒙古族古老传说“阿阑豁阿

五箭训子”。（二）尹湛纳希作品的民族特点是他的作品的精华所在。他的作品中的民族特色是通过巧妙地运用蒙古族民间文学形式而

充分反映出来的。诸如继承和发展蒙古族祝词、赞词、民歌、英雄史诗等艺术传统。（三）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民间文学的语言宝库中吸

取了丰富的养料，注重文学语言的民族化，从而在蒙古族大众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族的近代文学语言，成为一个卓越的语言大师。

[16]努恩吉雅在《论尹湛纳希作品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认为，尹湛纳希在作品中善于处理蒙古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主要表

现在作品的题材、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体裁形式、创作方法上。[17]  



    萨日娜、敖·阿克泰认为，《蒙古秘史》和尹湛纳希《青史演义》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的两个巅峰，也是蒙古族小说艺术的两座丰

碑。《蒙古秘史》中用“写实”的方法记录蒙古族伟大历史的真实，而在《青史演义》中尹湛纳希“艺术”地再现了蒙古族伟大历史真

实面貌。《蒙古秘史》的“写实”与尹湛纳希《青史演义》的“艺术”之间具有不可割断的文学传统，即蒙古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内在

联系。其一，在文化精神的继承——民族意识和蒙古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二，叙述艺术的传承和新发展。[14]  

五、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 

    从文艺学、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进行研究并阐释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的丰富内涵，这是20世纪尹

湛纳希研究取得重要收获的一方面。  

    贺·宝音巴图教授在《论尹湛纳希及其〈青史演义〉》一书中，对尹湛纳希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的故事及真实性、人物形

象、情节结构、表现手法、文学语言、民族特色、艺术风格、创作方法和历史地位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  

    宝力高教授在《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初探》一文中从以下几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一）《青史演义》是12、13世纪蒙古社

会的形象画卷；（二）《青史演义》是艺术构思的文学作品；（三）成功地塑造了开明可汗形象——成吉思汗；（四）《青史演义》既

继承了蒙古族文学传统，又创造性地接受和吸收了汉族文学的影响和养料；（五）《青史演义》是继《蒙古秘史》、《江格尔》、《格

斯尔》之后的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四个巅峰之作。[19]  

    伍月教授在《〈青史演义〉与〈水晶珠〉的关系》一文中，对18世纪的拉西彭楚克的《水晶珠》与《青史演义》进行比较研究，认

为尹湛纳希创作《青史演义》时，借鉴并继承了《水晶珠》的评点手法、文学语言及历史观等。[20]  

    巴·苏和编审在《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与蒙古人的传统命名习俗》、《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与蒙古人〈九〉数崇拜》等两篇论

文中，分别探讨《青史演义》的民族特色构成因素。[21]  

    扎拉嘎研究员在《开鲁本〈青史演义〉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文中认为，成吉思汗是开鲁本《青史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同

时也是尹湛纳希小说创作中最光辉的人物形象。在成吉思汗形象中，寄托着尹湛纳希最炽热的民族感情，寄托着他对开明政治的强烈追

求和憧憬。同时，通过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也反映出尹湛纳希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恶，特别是对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愤恨。如果说，尹

湛纳希视创作《青史演义》为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业，那么成吉思汗形象则又是他投入创作精力最多的人物形象。[22]  

    哈日夫教授先后发表了《论〈一层楼〉和〈泣红亭〉的审美意义》、《论〈一层<楼〉和〈泣红亭〉意象的审美特点》和《论〈一

层楼〉和〈泣红亭〉结构的审美特点》等系列论文，从审美学的角度，对尹湛纳希长篇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进行研究，拓展了

研究视野。[23]  

    王满都嘎在《关于〈一层楼〉与〈泣红亭〉的关系》一文中认为，《一层楼》的故事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而《泣红亭》的故事是

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的理想世界。两者从不同角度鞭挞封建礼教思想，歌颂青年人的自由恋爱。[24]  

    扎拉嘎在《尹湛纳希评传》一书中，对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青史演义》、《红云泪》等几部作品进行解读，阐释

作品创作素材和缘起，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8]  

    呼春在《尹湛纳希与卓索图文化》一书中，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尹湛纳希作品与卓索图文化的关系。[25]  

    巴·布林贝赫教授在《蒙古诗歌美学论纲》一书中，对尹湛纳希诗歌创作做了这样评价：尹湛纳希兄弟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开创了蒙

古“格律诗”体裁的先河。他们既继承蒙古族诗歌创作的文学传统，同时学习借鉴汉族古典“格律诗”的创作手法，开创了蒙古族诗歌

创作的新流派、新形式、新风格。[26]  

    道·德力格尔仓副教授在《尹湛纳希诗歌研究》一书中，对尹湛纳希早年诗歌创作、晚年诗歌创作、尹湛纳希抒情诗歌、尹湛纳希

诗歌的形式及特点、尹湛纳希诗歌的思想倾向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27]嘎林达尔在&nbsp;《尹湛纳希的诗歌理论》一书中，对尹湛纳

希诗歌创作思想、尹湛纳希诗歌内涵和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并评价他的诗歌创作对蒙古文学史做出的贡献。[28]云峰教授在《蒙汉文

学关系史》一书中认为，尹湛纳希诗歌的特点是既符合蒙古诗押头韵格式，又在行数、句式和对仗方面有意学习汉文格律诗，扩大了蒙

文诗歌的表现形式。[11]  

六、尹湛纳希在文学史上地位研究  

    作为蒙古族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尹湛纳希以他的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国内外

相继出版的《蒙古文学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蒙古族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张炯等主编）、《中国历史小说通

史》（齐裕ｋūｎ＠①、欧阳健主编）、《中国言情小说通史》（齐裕ｋūｎ＠①等主编）等多部文学史书中专章或专节介绍尹湛纳希的

文学创作和成就。  

    学者曹都毕力格在《论中国文学史上尹湛纳希地位问题》一文中从如下几个方面比较公正地肯定了尹湛纳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一是尹湛纳希同龚自珍、黄遵宪、魏源、林则徐一样，也写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词；二是尹湛纳希不仅是蒙古族第一个文

人书面独创的作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曹雪芹之后第二个文人书面独创的作家；三是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产生过一部汉族作家的长篇，而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以其四部长篇填补了这一空白；四是尹湛纳希的



《青史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继《三国演义》之后问世的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29]  

    扎拉嘎研究员认为，尹湛纳希的作品是蒙古族文学史和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他的不朽地位，首先在于他以自己的创作突

破了蒙古族古代文学在结构和思想内容方面的传统发展方式，揭开了蒙古族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19世纪中叶，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

衰落或沉寂的状态。这衰落或沉寂的标志，不在于小说创作之数量的多寡，而是真正有思想内容的优秀小说的匮乏。因此，尹湛纳希的

文学创作，同样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30]  

    *本文系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史》 （批准号：01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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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术史的相关文章

· 中国民间文学史上闪光的明珠

· 民族史学界一代宗师王锺翰教授离世

· [乌尔沁]顾颉刚的痛 

· 《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 

· [高丙中]从文化遗留物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