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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是一百三十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

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十万

余人。东干第一批移民几乎都是农民，汉字失

传，只会讲西北方言，他们借助 33 个俄文字母，

外加自造的 5 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创制了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文字———东干文。20 世

纪 30 年代东干书面文学随之诞生，产生了诗

歌、小说、散文、口歌、口溜、古今儿等大量反映

东干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
东干文学因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对中国古

典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回族学

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均有参照意义。同时，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些契合点。东

干族是前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文学受苏

联文化影响至深; 东干族又是华人后裔，东干文

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因此东干文学与

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拼音化”、言文一

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一些具体问题上

相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一、汉字拼音化

( 一) 东干文与其他汉文化圈国家汉字拼

音化文字的异同

“汉字拼音化”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汉文

化圈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都面临过这一

问题。自东汉伊始，越南使用汉字约有二千多

年的历史。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法国

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为了便于学习越

语与传播天主教，他们通过拉丁字母记录越南

语，渐渐地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称

“国语字”。1878 年，法国殖民者正式推行国语

字，与汉字同时使用。1945 年建国后，越南停

止使用汉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语的文字

从意音文字成功过渡到拼音文字; 朝鲜在 1444
年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之后朝鲜人创建了拼音

文字。这是真正的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实

现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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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文字替换意音文字; 日语文字也出现了类

似的情况。公元前 4 至 5 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

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

创制了假名。和朝鲜语拼音文字出现的方式略

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
日本现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汉字混用，但完全用

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语可以说也完成了由意音

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过渡。
以上这些曾经大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最终

都由意音文字过渡到了拼音文字，东干文也是

汉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东干文与之相比

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字传入之前，汉文化圈的国家都属于仅

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接收集团”，汉字的输

入，使其书面语言成为可能，获得了历史性的进

步。但汉字与汉文化圈的民族语言之间缺乏直

接的对应性，即“言”与“文”不一致，从语音上

看，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一个音

节，而朝鲜语和日语都是粘着语，一个语素多个

音节的情况很多，汉字并不完全适应这些国家

的本土语言。所以虽然借用、仿造汉字帮助他

们记录历史、识字读文，但文字与语言的错位一

直困扰着这些国家，于是长时间以来引出以“言

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而东干文产生的

前提是汉字失传，但语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汉语，

所以一旦当他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读汉语

时，“言”与“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保持高度一

致。当然在东干文的创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如有些读音无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

自创了 5 个字母来代替。简而言之，汉文化圈

中的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核心是汉字与拼音化的

关系，而东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却是汉语与拼音

化的关系。
( 二) 为什么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能够成

功而中国百年的汉字拼音化却难以修成正果

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与东干文的创制都

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扫盲运动中进行的。
汉字拼音化的直接动因是为当时苏联远东地区

十万中国侨苏工人扫盲。1930 年瞿秋白出版

《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后，苏联汉学家龙

果夫、郭质生和中国的萧三等都加入到方案的

制订与讨论当中。1934 年在大众化的讨论中

苏联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绍进国内，成为文学大

众化的重要尝试手段。中国汉字的拼音化运动

从 1934 年开始至 1955 年进行了 21 年。其间

一方面由于拼音化自身的一些学理问题，另一

方面拼音化推行的社会环境恶劣，“汉字拼音

化”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

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战等都打破了拼

音化的进程，使得汉字拼音化始终局限在一时、
一地、某些群体中，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

东干文的创制也有赖于苏联这次大规模的

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

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说汉

语，却不认识汉字。随着 20 年代的拉丁化运动

与文字改革，1932 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造

了拉丁化的东干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

不标声调。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开办学

校、成立研究中心、编订教科书、出版书籍、发行

报纸( 1932 年创办《东火星》报) 等方式展开，东

干文普及率很高，截止 1937 年，在东干人集中

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70% 的东干人

已脱盲［1］135。
可以说，汉字拼音化与东干文的发生时间、

背景、创制目的甚至参与者都很相似。比如龙

果夫等许多苏联语言学家，既积极地参与了东

干文的创制，又投入了汉字拼音化的方案制订。
这些方面的因素无疑使得东干语拼音化与汉字

拼音化有着相类似的思路与方法。
东干族作为中国华裔，母语就是汉语，似乎

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实践对于中国汉语拼音化

应该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但为什么东干的汉

语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功，而中国汉

语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弥久却

步履维艰?

一是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汉字

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笼罩下，拼音化文字

与汉字分别代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推动汉

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

心态; 后期力推汉字拼音化，则立足于文学大众

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学的文字进行大

众扫盲，从而达到“五四”文学“启蒙”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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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影响汉语拉丁化的条件不同。中国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很多，各地群众甚至互

不通音，这成为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一大无法逾

越的障碍。东干语具有内部统一性，均为陕、甘
地区方言，标准的东干话或东干书面语言以甘

肃话为主。陕、甘地域相邻，语言相近，不存在

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写上的不统一。
第三、文本继承问题也是汉语拼音化遭来

非议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

繁的经典文本因汉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汉

字得以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沟通，如若汉字

拼音化，汉字势必会逐渐废弃，那么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大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

而东干语拼音化却不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本

来迁居中亚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文本知之甚少，东干人基本上通过以

下几种途径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本: 一是通

过俄文翻译来了解; 二是创立东干文后对中国

文化文本进行翻译; 三是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等

口头文学间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须保留汉

字继承传统经典文本的问题。
东干人能够成功地实现汉语拼音化，主要

由于它无须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使

命，既无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弱国心态，也无古今

选择的困境。加之东干文的使用主体渴望有一

种本民族的文字，东干本土知识分子一直力图

创造一种可以记录、整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

体，前苏联也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原则，为无文字

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正是以上这些主客观原

因，促成了东干文的诞生。前苏联及东干学者

通过积极开办学校、广播，编写教材、报纸、杂志

等形式进行推广，其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就是在

短短几十年中仅有十万人的小群体中却出现了

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东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东

干文学作品。
( 三) 东干语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的局限性

东干族汉语拼音化成功了，但在汉语拼音

化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

国汉语拼音化过程中遭遇到的。
比如同音字的问题。汉语作为意音文字其

特点是同音字多，要依靠不同字形来区分字义。

这对于失去汉字以斯拉夫字母为载体的东干语

来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加之东干文不标声调，

就更增加了同音文字辨识的难度。东干族只得

借用一些辅助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给单

音节词标上调号或者借助俄文来解释，但其作

用还很有限。东干文学也随之在以下几方面表

现出它的局限性来。
首先，东干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时候，一些

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出错。
其次，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与母体文化的

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如民歌“茉

莉花”到了东干人那里变成了“毛李子花”。在

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

定，语音极易发生变异，进而影响到语义的变

化［2］。
其次，东干语不标声调，依靠语义环境来理

解同音字，东干人长期使用东干语，在心理与语

言等方面约定俗成，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顺利

地读出语义来，但对于非东干族来说就造成了

极大的不便。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同

音字的出现可能并非好事。基于诗歌的跳跃

性、抽象性等特点，要在语义联系不甚紧密的诗

歌语境中猜测字义，就显得相当困难。
东干文通过书报、广播、文学作品等载体在

东干已经广泛使用了 80 年，渐臻成熟，它有完

善的正字法、标点法系统等，证明了用拼音文字

书写汉语是完全可行的。东干拼音文字为保持

东干的民族独立性、保存与发展东干的文化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干语是汉语方

言的变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

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参考价值。”［3］

二 、言文一致

“言文一致”与“汉字拼音化”都是新文学

向大众化努力的途径与手段。从近代诗人黄遵

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瞿秋白的

“现代‘人话’的新中国文”，都主张言与文的一

致。“言文一致”的诉求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

程中一重要命题。东干文几乎完全记录口语，

口语与书面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书面语就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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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的真实记录。那么口语、方言能否入文，若

能入文，对作品的创作及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

响?

( 一) 东干语言的发展

先来看看东干语在中亚一百年来的发展情

况。作为华人，东干语言的发展与北美、欧洲、
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语言发展有着共同的特征:

母语的发展与居住国语言、母体语言以及自身

的语言发展需要相关。但东干语也有着与世界

其他地区华人语言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是东干

族大分散小聚居，如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骚葫

芦乡、米粮川等都是东干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

俗称为“乡庄”，乡庄作为文化载体与活动场

所，使得东干的文化自守性与传承性成为可能;

二是东干族信仰伊斯兰教，又使得东干族内部

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因此乡庄内部通用东干

语，对外使用俄语，这种文化特点使得汉语西北

方言能够在异域生存百年之久。作为东干母

语———晚清时期西北方言，一百多年来在东干

人中使用着，随着与母体文化的渐渐疏离，居住

国文化的逐渐渗透，东干语言发生了以下的一

些变化:

东干语随着新生事物的产生，自身也有部

分的造词能力，创造一些新词，如失去妻子的男

人叫寡夫，飞机叫作风船等; 二是随着与母语文

化的隔绝，一些词汇保持了相当的生命力与表

现力，一些我们早已弃之不用的晚清时期的词

汇现在依然存活在东干人的表达中，如贴子、干
办等词; 三是一些词汇也因为没有文字对口语

的保存与确认，或对词汇本义不甚了了，一些词

汇的意义逐渐模糊，或者对词语原义误读或者

有些词已变成死词。
居住国语言相对于华人群体母语，显然是

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后者的语言、文化进行

渗透与影响，这是华人群体自身存在与发展的

必然路径。东干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一些科技

等新词方面借用俄语，如“集体农庄”用“卡勒

豁子”，把“汽车‘拼为”马使奈“等。据东干学

者 Φ． H． 哈娃子统计，东干语借用俄语的词约

占东干语整个词汇总量的 7%［4］86。
大量的借词的使用丰富了东干语言，增强

了东干人的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借

词的使用，使得东 干 语 的 纯 净 性 越 来 越 受 到

影响。
正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使得现今的中国

人阅读东干文时会遇到一些障碍。当然，80 年

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增加，许多

东干文化人回到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寻根，同

时也使得东干语独立发展近百年后又再次与母

语文化得以交流，一些中国当代的新语汇逐渐

融入到东干语当中，不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

响性方面都还十分有限。
( 二) 东干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

按照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当书面文学独

立于口语文学之后，书面文学越来越脱离口语

文学，渐具独立性，当这种情形发展到 20 世纪

时，其文与言的隔裂遭到了启蒙者们强烈的批

判。但东干文学由于多种原因，书面文学随着

时代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完全不同，即

完全依赖于口语。东干书面文学毕竟发展时间

有限，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东干文创立直至现

在，也仅仅 80 年的时间，而中国书面文学用漫

长的时间才逐渐实现言文剥离; 东干文学比之

中国古典文学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极其有限，

因为没有大量的文本积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资源直接的传承只局限在一些民间故事、口歌

口溜、民间习俗等方面;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拼音文字与汉字的功能。汉字是一种语素

本位的语言，是一套附着在语素系统上的文字。
汉语的单音节语素十分活跃，构词能力很强，汉

语的词大都是其语素意义的不同方式的合成，

所以汉字之间的组合能力较强，会随着新事物

的出现或表达的特殊需要而不断地生成新词

语。而东干语中拼音与口语基本保持一致，虽

然书面文字与口头语之间依然会产生彼此相互

影响共同命名与认识事物的作用，但与中国书

面文字自我创新的强度相比，东干书面语与口

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强。因为口语中能指与所

指的紧密性( 言文的高度一致性) ，使得新出现

的事物无法再用已有的话语来表达，对新生事

物的命名能力较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不

断地向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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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在东干文中，民间文学多以汉语西北方

言为载体，民族宗教用语多为阿拉伯用语，而出

现的新生事物大量地使用借词，就能说明这个

问题。东干语能作为沟通工具主要是依靠约定

俗成，这也造成其语言发展较为缓慢，一些习惯

的命名、固定的搭配等变化较少，文字组合不够

活跃。正因为东干语发展的迟缓性，也使得东

干语具备了良好的传承性与稳定性，保留了大

量中国晚清时期的语言，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

值，被称为“晚清语言的活化石”。
( 三) 书面文学与口语文学

由于东干语生存的封闭性，使得东干文学

前五十年只有口语文学，而无书面文学的支撑。
书面文学诞生后，又强烈地依附于口语文学，尚

未获得完全的独立性。正因为东干文学高度依

赖口语，整个东干文学呈现出典型的口语化、通
俗化、大众化的特点，即便书面文学产生了，但

东干文学中较发达的仍是口语文学，如民间故

事、口歌、口溜等; 另外在东干叙事类作品中，叙

事方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故事框架建构基

本沿袭中国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大量密集的东

干民俗的展示等都传达出东干文学的这一特

点。而中国文学中书面文学完全可以脱离口语

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
那么东干文学与口语的共生依托关系，一

方面会使东干文学具有强烈的辨识度，但另一

方面也会给东干文学带来局限。突出地表现在

诗歌的创作当中。王小盾曾提出，因为无法利

用文字来区分同音词，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要依

靠上下文才能成立，这样就造成了意象语汇的

萎缩，同时也造就了若干种意象语汇的固定搭

配( 例如“春天”、“姑娘”、“花园”的搭配) 。这

种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被誉为东干书面文学

奠基人的亚瑟尔·十娃子的诗作中就出现了类

似太阳、春天等大量意象重复的现象，虽然这并

不妨碍诗人创作出优秀的充满诗味的诗歌，但

作品也的确出现了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不够

丰富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

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王小盾还认为，

为了减少文句的歧义，东干诗歌从传统的七言

句式中发展出了“七四七四”句式，即用四言句

对七言句的词义进行补充［5］。比如“雪花雪花

飞的呢，/空中呢旋。 /这个清水没份量，/鸡毛

一般［6］。七字句为一完整句子，四字句作为延

伸或补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一朵鲜

花开的呢，/就像火焰。 /绿山顶上开的呢，/我
看得显。 /就像不远，我看的，/我能揪上，/可是

它远，离我远 /就像月亮”［6］。虽然七四体是东

干诗人常使用的一种诗歌形式，但除此之外，既

有七四体灵活的多种变体，还有民歌体、楼梯

诗、七言诗等多种诗歌形式。由此也引出中国

研究者在研究东干文学时往往容易陷入民族文

化本位主义，认为东干书面文学语言是汉语西

北方言，太土，不典雅，常常以我们的艺术口味

与标准去衡量其它艺术的优劣。
( 四) 东干文学面临的困境

口语的限制作用，新生事物借词的使用，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干文的纯净性，加之越来

越多的东干年轻人在俄罗斯文化的浸淫下长

大，与母语文化逐渐疏离，使得东干文及东干文

学在逐渐萎缩，人们不禁担忧起东干文学的发

展，认为目前极有必要对东干文学进行抢救性

的研究。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东干族的文字语言该

何去何从? 是沿用为越来越多的东干年轻人所

认同的俄语，还是回归到亲娘言( 母语) ? 今后

教育发展是以东干文———俄文为主呢还是以东

干文———汉文为主呢? 东干学者说:“习学咱们

的亲娘语言( 东干语) ”“往前去( 发展) 咱们要

往汉字上过( 转变) 呢，因此( 原因) 是咱们的话

连汉语的根是一个”。“回 文 的 根 基 是 汉 文。
回到回文的根基上一定要把汉字学会，再按回

文的发音，就是用俄文、东干文的字母拼音写单

词。这样回族的语言才能慢慢恢复带发展起

来。”［4］182002 年初，吉尔吉斯斯坦也有人开始

了试点，在比什凯克市印行了一份“回族语言

报”，号召中亚的东干人“回到回文的根基”上

来，都学习汉文。

三、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

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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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追求的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以及文学批评实践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文学

影响。东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东干文

的诞生而发展起来，苏联文化作为居住国文化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干作家来说影响更大，

甚至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苏联文学的组成部

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干文学在美学追

求、创作风格、民间文化资源利用与借鉴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 一) 文艺美学方面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区文学与东干文学

都积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情绪乐

观向上，以赞颂新生活为主，语言上吸纳群众口

头语言，在文艺美学上表现出共同的审美趋向。
1．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东干文学兴起之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

苏联文艺创作领域的主流。从 20 世纪 30 年代

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主流的、官方

的文艺创作方法，主要以歌颂十月革命及国内

战争期间的英雄人物、党的领导及革命胜利后

确立的共产主义目标为主要任务，文学主题多

为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奉献精神，歌

颂新社会、新事物、新人物。20 世纪 40 年代初

到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文学以战争为主

题，领袖、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成为其主人公。
纵观东干文学几十年的发展，除却个别的青年

作家寻求突破之外，绝大多数东干文学创作都

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影

响深远。30 年代经周扬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汇入并开始左右我国现实主义思潮”。后

经毛泽东修正与强化，加入中国传统文化要素，

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借助着

毛泽东权威推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当代文

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文艺

美学、主题表现。
2． 创作主题

东干文学创作主题紧紧地跟随着苏联的主

流创作趋势。首先是集体农庄文学题材。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

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东干人民积极地加入集体

农庄( 卡勒豁子) ，实行公有制，共同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社

会现象。有拒绝加入而被朋友乡亲孤立鄙视的

青石儿，有为集体农庄献计献策的聪慧机敏的

东干少女聪花儿、有大公无私将自家粮食贡献

给集体农庄的女性开婕子等。作品以是否加入

集体农庄，是否积极劳动作为建立作品价值体

系的标准、臧否人物好坏的准绳。
其次是卫国战争的战时文学。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也诞生了。爱

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卫国战争

文学的主题。东干族青年义无返顾地奔赴战

场，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大批

东干家庭在这次战争中也饱尝了妻离子散的人

间悲剧。东干文学中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东干族

在这场战争中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故事。不过，

东干文学很少正面展现战场，更多的是将笔触

放在因战争而分崩离析的痛苦家庭，通过母亲

的坚忍，妻子的顽强，孩子的童稚来反映东干人

民对卫国战争的支持与东干民族的民族感、正
义感以及对侵略战争罪恶的强烈谴责。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两国人民都遭受着国际法

西斯侵略势力的蹂躏，命运相关、休戚与共。苏

联的战时文学不仅适应其国内形势的需要，也

为中国作家所认同。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

思想和艺术技巧，也对中国的战争文学、军事文

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大量歌颂英

雄人物、领导人物、劳动与光明的作品。
3． 叙述方式的民间性

东干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从乡庄中走出来，

毕业后仍回到乡庄种田、做生意或教书。东干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农民中的一员，他们的创作、
生活与乡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农民有着

深厚的感情。因此表现在作品中，叙述语言与

人物语言始终保持了东干口语高度统一的特

点，并且是原汁原味的东干方言，本民族群众读

起来毫无艰涩之感。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物

语言往往是大众语或方言，而叙述语言却是知

识分子的。
( 二) 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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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浓郁的民俗色彩

如何发掘和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是中国现代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海

外华人群体之一，东干民族能够长期地保持民

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东干民族大分散、小集中

的居住方式以及伊斯兰信仰的凝聚力。
1． 浓郁的中国传统民俗与伊斯兰民俗

东干文学中不少作品基本上就是东干民俗

真实而完整的记录，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东干族一方面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尤其是晚

清的一些民俗，另一方面也顽强地固守着伊斯

兰民俗。比如在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的礼俗

上，几乎都会请阿訇来念经。提亲时先要念一

段经，再说正事。伊斯马尔·舍穆子的《归来》
写道:“媒人到了尤布子家，念了个‘索儿’( 经

文) 后，说明了来意。”［7］ 定亲 时 也 要 念 索 儿。
结婚时更有一套老规程，接新娘子的喜车由双

套马拉着，马也装扮一新，“马的鬃上、尾巴上绑

得都是红，车的篷子上铺的花毯，红毡，车户的

手里拿的响鞭子，折弯子的时候，鞭子的响声就

连炮子一样响了。”新媳妇进门后要揭盖头。随

后还要吃“试刀面”，以此检验新媳妇的茶饭手

艺如何。( 《不素心》) ［8］东干的男孩子一般到

六、七岁的时候就要孙乃体，也就是给男孩子行

割礼，庄严而隆重，不亚于婚礼。人若生病了，

也会请阿訇念经，他们把念过经的水叫“杜瓦

水”，据说病人喝后就会痊愈。《杜瓦儿》中的

伊斯玛子病了，疑心自己每次经过白家庄子都

会招来灾祸，于是去求阿訇的杜瓦尔驱邪［8］。
2． 以民间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及人物在东

干可谓家喻户晓。东干族文学创作一方面基于

现实生活，一方面大量取材于民间文学形式。
如阿尔布都的名篇《莎燕与三娃尔》就是典型

的中国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模

式。三娃尔与莎燕，一个是财主家的长工，一个

是财主的女儿，两人相爱，可想而知，是个悲剧

故事，死后化做两只白鸽子，黎明时分出来结伴

玩耍，日落之际相随消失。《独木桥》这部东干

民族史诗般的作品，同样取材于东干民族英雄

白彦虎的故事。还有韩信的故事在东干民间广

为流传，十娃子诗作中多处以韩信来比喻歹毒、
心狠之人，“把长到一达呢的 /两个嫩心，/拿老

刀刀儿割开哩，/就像韩信。”( 《败掉的桂花》) ;

“他把鲜花儿撂掉哩 /心里没疼，/踏到滓泥里头

哩，/就像韩信。”( 《牡丹》) ［6］这与中国传说中

率性而为、桀骜侠义的韩信形象相距甚远。究

其原因，仍源自于东干民间传说，韩信被描绘成

作恶多端、背信弃义的历史人物。
3． 大量口歌、口溜入文，丰富了东干文学的

表达

东干族还流传着许多反映东干生活或从中

国带去的许多口歌口溜，是不识字的东干人精

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些口歌、口溜也

嵌入东干小说中，丰富了东干文学的表达。如

阿尔布都的小说中时常运用口歌、口溜来表达。
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前者对后者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后者既是前

者的母体文化又曾隔绝多年。东干文学与中国

现代文学的契合这一视角还远未能道清更多有

价值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值得进

一步深究下去。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

两种文学形态在相关问题上的比较以及揭示东

干文学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

作用，但若目前做出价值判断，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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