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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达斡尔族的文学，是该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总和。达斡尔族的民间文学，既有韵

文作品，也有散文作品。"达奥"是人们对民歌的称呼，达斡尔族人民对民歌很喜好，他们的民

歌，包括"劳动歌"、"生活歌"、"情歌"和"教诲歌"等种类。"舞春"，是有别于"达奥"的一种吟诵

体的叙事诗，没有固定的曲调，每四句一段，格律严谨。《捕鱼》、《伐木》等生产题材的作品

以及《兵营之歌》、《送夫从军辞》等军旅题材的作品，在"舞春"中比较多见。"扎恩达勒"则是

有山歌风味的作品，唱起来高亢悠扬，可以即兴抒情，多伴以"讷耶尼耶"做衬词。达斡尔族民间

还保留有《阿勒坦噶勒布日特》、《绰凯莫日根》等英雄史诗。在民间文学的散文作品中，除了

一些神话外，传说类和故事类作品都十分丰富。传说多涉及族源、风物、历史事件，而故事则包括动物故事和人物故事等多种。达斡尔

族的作家文学，产生于清代的中期。阿拉布坦等作家运用满文进行创作，至今仍有他们的一些散文、诗歌和游记类作品传世。清末民

初，达斡尔族又出现了乌尔恭博（孟庆元）等兼用满、汉文字进行创作的优秀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达斡尔族的文学创作队

伍不断成长壮大，孟和博彦、李陀、巴图宝音等是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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