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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

— 中亚东干文学之定位及研究趋势

常文昌‘ 常立霓
兰州大学文学院 , 甘南兰州 上海政法学院 中文系 , 上海

内容摘要 提出世界华语文学的概念 , 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 , 匀画了东干

文学的演变历程 , 把民间文学与俄罗斯文学视为东干书面文学发展的两大动因 , 并从拼音文字、

语言、文化等不同层面揭示了东干文学独特的研究价值。由于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化的母体 , 因此

中国学者具有别国学者无法取代的研究优势 , 中国研究者能破译东干语中的某些文化密码 , 在对

东干语言、文化、文学的看法上 , 中国学者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学者不同的观点 , 预见了世界东干

学研究中中国学派形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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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三国的东干族 , 是 年前陕甘 回民起义失败

后 于 年开始 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 ,现已发展

到 万余人 , 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族。据胡振

华考证 ,苏联 年民族划界、民族识别时 ,把中亚

回族的民族名称定为“东干” 。

年 ,关于东干民族志的第一批资料 ,东干民

间口头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发表①。彼得堡大学东方

学系毕业生 齐布兹金作为教师工作在马三成 原

东干名营盘 学校 ,他和 什马科夫共同发表了 关

于七河州比什凯克县卡拉库努孜村东干生活札记 》,

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东干学的研究。

一 、东干文学定位

东干文学是东干学的组成部分 ,关于东干学的

归属问题 , 苏联时期 ,东干学为汉学的一个分支。东

干学研究者 阿列克谢耶夫 、李福清、月 费

谢科 、几 杜曼 、 , 斯特拉塔维奇 、 切

包克沙洛夫 、人 德拉古诺夫 、 仄 ,波里瓦诺夫

等 , 都是汉学家。从研究机构来看 , 与东干学相关的

多为远东民族学和东方研究所 , 如俄罗斯科学院远

东民族研究和东方研究所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

方研究所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 世

纪 年代 ,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了东干学部 ,

这是苏联惟一的东干研究的专门机构。而在中国 ,东

干学在整体上 ,又划归回族学。有关东干民族与文化

的资料和论文 , 一开始在《回族研究 》和民族研究的

相关刊物上发表。而东干学的分支又分别划归别的

学科 ,如东干语隶属于西北方言。“东干 ”与“回族 ”这

两个概念的用法 ,也不尽相同。中国学者把“东干 ”作

为中亚回族的专门称呼 , 而中国的回族与世界各地

的回族 ,都不叫“东干”。而东干人在两种语言 东干

语和俄语 里 , 使用不同的概念。在东干语里 , 东干

人自称回回、老回。而东干人用俄文说话或写作 , 则

称本民族为“东干”。 尤苏波夫主编的《东干 》杂

志封面 , 同时用几种文字书写 汉字标出“回族 ”二

字 , 东干拼音文字叫回族杂志 ,俄文则写成东干。而

东干人的俄文著作或论文 , 不仅把中国的回族称东

干 , 同时把世界各地的回族通通称为“东干”。这是

沿用苏联学者的术语。

同上述概念相联系 , 东干人在东干语中称 自己

的文学为回族文学 ,在俄语中则称东干文学。而中国

则称之为“苏联东干文学 ”或“苏联回族文学 ”。苏联

解体后 , 则称为“中亚东干文学 ”或“中亚回族文学 ”。

一方面为了区分中国回族与中亚回族 , 另一方面考
虑到俄语中的通用东干概念 , 我们将名称定为“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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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文学 ”。

一方面 , 中亚东干文学曾属于苏联多民族文学
中的一部分 , 也属于中亚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 中亚东干文学的源头 , 尤其是口传文学

最初是从中国带来的。东干文学以西北方言为主体 ,

又借用了俄语 、阿拉伯语 、波斯语及周围民族的某

些语汇 , 同时还体现了回族的文化心理与风俗习惯。

也就是说 , 东干文学是在中亚自然 、经济 、社会环境

及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 它有中国的种子 , 却是在中

亚东干民族的土壤中生长的。一方面 , 它受俄苏文

学 、吉尔吉斯及哈萨克文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与

中国西北民间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它不是

中国回族文学的一部分 , 只是中国回族文化在中亚

大地上的传承和变异。

由于中亚东干文学是用中国西北方言创作的 ,

它的族群又是中国回族后裔 , 因此 , 我们将东干文

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

笔者认为 , 华语文学比华文文学的概念更好。

语种是文学种类的最主要的标志 , 在世界较大的语

种文学中 , 按惯例通常划分为 英语文学 、德语文

学 、法语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等。从世界文学史的

角度讲 ,德语文学包括德国作家、奥地利作家等。因

此 , 华语文学与英语文学 、德语文学等正好在概念

上是对应的 , 这是其一。其二 , 东干文学不是用汉字

书写 , 而是用 个俄文字母外加 个字母拼写而成。

它的文字是东干文 , 因此华语文学包容东干文学更

为贴切。

我们所说的华语文学的内涵 , 一方面照顾到语

种 , 包括世界上所有用华语创作的文学 , 不管是中

国人或外国人 , 也不管民族属性 , 像 日本汉诗也可

以归人华语文学。另一方面 , 华人华侨的双语或多

语创作 , 也属于华语文学。东干文学中 , 如亚瑟儿 ·

十娃子同时用东干文 、俄文 、吉尔吉斯文创作 , 都属

于华语文学的研究范围。语种与民族属性这两个主

要元素中 , 也有交叉甚或矛盾之处。如 日本汉诗的

作家不是华人 , 华人作家的英语或俄语书写又算在

华语文学中。但将概念这样界定后 , 华语文学就具

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内涵 , 也更为合理。

二 、东干文学的发展历程

不同于别的国度和地区的华语文学 , 东干文学

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 , 从没有文字到有了

文字 ,并创作了多种形式和体裁作品的发展过程。在

较短的时期 ,完成了“宏伟的历史转变 ,’法蒂玛 ·玛

凯耶娃语 。十月革命前 , 东干人只有口头文学 , 包

括民歌 、传说 、故事 、谚语 、谜语等。这些口头文学

许多都是从中国带来的 , 如有的取材于中国古典名

著《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等 , 有的源自民

间故事 , 如孟姜女等。也有新创作的 , 如反映东干人

西迁历史的。 年 , 俄罗斯学者收集并发表了第

一批有关东干民族生活风俗的资料 , 也包括口头创
作的文学。一般认为 , 东干书面文学在 世纪 年

代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和东干报刊的发行 , 出现了

较为繁荣的局面。

如果从 年东干诗人亚瑟儿 ·十娃子的第一

部诗集 — 《亮明星 》的出版算起 , 东干书面文学已

有 余年的历史。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有两

大动因不可忽视 一是将俄罗斯文学翻译成东干文 ,

一是东干民间文学的作用。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
为了探求本民族文学的创作风格和发展方向 , 首先

借助艺术水准很高的俄罗斯文学 , 将它们译成东干

文。他们翻译了普希金诗集 、克雷洛夫寓言、涅克拉

索夫长诗及屠格涅夫、列夫 ·托尔斯泰、契诃夫、高

尔基、肖洛霍夫等的小说。如果将肖洛霍夫《一个人

的遭遇 》的草婴译文和东干作家 只 哈娃佐夫译文加

以对照 , 会发现两种文本各有胜境。而西北人读东

干作家的译文 , 备感亲切。通过翻译 , 不仅大大提高

了东干作家的艺术修养 , 同时也为东干书面文学提

供了参照。而东干民间文学则是东干书面文学产生

的直接基础 ,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东干民族的文化心

理 、风俗习惯 、语言形式等对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

起着制约与驱动作用。 年创办的《东火星 》报为

东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阵地。其中的“文学创作 ”栏

目 , 发表了一系列随笔 、诗歌 、小说 , 成为培养东干

青年作家的摇篮。后来创办的《十月的旗 》《东干报 》

《青苗 》《东干 》等报刊为东干文化和文学的繁荣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经过几代东干作家的努力 , 东干文学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规模。亚瑟儿 ·十娃子 、阿尔利 ·阿尔布

都 、 杨善新 、 马耶夫 、八 阿布杜林 、 马克 、

从娃子 、 哈桑诺夫等作家为东干文学的发展

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稍后活跃在文坛上的 白掌柜

的、 拉阿洪诺夫 、 伊玛佐夫 、 十四儿等都奉

献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在东干文学创作中 , 女诗

人 、女作家也不可忽视 , 她们是 曼苏洛娃 、 索

娃扎 、 丽娃子哈德瑞耶娃 、只 哈娃扎等。

在东干作家群中 , 十娃子是著名的诗人 、散文

家 、语言学家 、文献学家 、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 是

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 , 吉尔吉斯斯坦授予他“人民

诗人 ”的光荣称号。十娃子是东干文学的经典作家 ,



其作品可以称为东干民族的史诗或心灵史 , 他影响

了几代东干诗人。另一位重要作家是阿尔布都 , 他

的创作代表了东干小说的最高成就 , 是东干族各个

历史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 差不多全方位地反映了

东干民族的文化心理。十娃子和阿尔布都可以并称

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

三 、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

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 同时也是民族心

理的折射。恩格斯说过 , 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

剧 》中所学到的东西 , 甚至“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

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

还要多 ,, 。要全方位地了解东干族的心理和生活 ,

最好的途径是去阅读他们的文学。

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视野来揭示东干文学的独特

特点 , 可以对汉语语言文字 、文学乃至文化 、民俗等

引出许多新的思考。东干文学的独特景观可以从以

下不同层次来加以认识。

从文字层面看 , 中国汉语书面文学及世界各地

的华语书面文学 , 都以汉字为载体。汉字作为表意

文字 ,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东干人迁

居中亚后 , 汉字失传了 , 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 , 东

干人采用俄文字母另加 个新字母拼写汉语。上世

纪 年代末到 年代初 ,在中国 ,瞿秋白、萧三 、鲁

迅 、吴玉章 、林伯渠 、徐特立 、胡乔木 、欧阳山、柯仲

平等都提倡汉字拉丁化。在苏联 , 在海参威和伯力

的中国工人中 , 也推行过拉丁拼音文字。而中亚东

干人几十年来 , 熟练地运用拼音文字 , 对推动东干

文化 ,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并

立 , 并进人网络系统 , 以避免汉字检索中的许多困

难 , 可供思考。在世界华语文学中 ,像东干文这样独

特的文字 , 是绝无仅有的。

从语言层面看 , 中国地域辽阔 , 方言各不相同。

普遍采用通用的现代汉语 , 为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 , 但是又剔除了方言中的许多词汇 , 方言中许多

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也随之丢失。东干语以

西北方言为主。东干报的一篇文章题为《心劲大的

科学人 》, 如果我们用现代汉语变成“顽强拼搏的科

学家”, 就失去了新鲜感。难怪一位中学教师读拙

文《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村 ”》 后感叹道 “我们

自己丢失了西北方言中的许多好东西 , 这些东西在

东干人那里却保存着。”东干语言是以西北方言为主

体的 , 同时又融人了俄语 、波斯语 、阿拉伯语等词

汇。在东干口传的民间故事 、口歌口溜中 , 差不多是

最纯粹的西北方言。而在描写新人新事新生活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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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 , 借词或东干人 自创的新词相对比较多。认为

东干语是中国晚清时期的西北方言 , 是不完全正确

的。因为东干语中 ,确实存在着晚清语言的活化石 ,

如把钱叫帖子 , 当时洋务派发行的纸币 ,就叫帖子 ,

而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帖子为何物。在比

什凯克市场上 , 常听到东干人把 个索姆 , 叫 个

帖子。而俄罗斯老人则沿用旧制 , 叫 个卢布。但

是东干语中也有许多现代汉语新名词 , 如共和国广

播电台中的节 目 , “新闻”就是汉语新词。十娃子诗

中的电灯 、电话 、俱乐部等都是来 自中国的新词。因

此 , 不能笼统地说东干语就是晚清时代的西北方言。

东干语中常有颠倒的词 , 如现代汉语“学习”, 东干

人叫“习学 ,, ,“土地 ,,叫“地土 ,, ,“冤屈 ,, 叼“屈冤 ,, ,“迎

接 ,,叫“接迎 ,,、“蔬菜 ,,叫“菜蔬 ,, , “蹊跷 ,,叫“跷蹬 ,等。

中国研究者还考证 , 东干语中有些词汇来自《老乞

大 》,如“菜蔬”。其实《水浒传 》中就叫“菜蔬”。而东

干语中保存了不少明清时代的口语。中国西北农民

至今也仍叫“菜蔬 ”,而不叫‘毓菜 ”。有的词汇又发生

了意义上的变化 , 与今天的西北方言产生了某些错

位。东干语中的许多复杂现象 , 值得深人研究。

从文化层面看 , 东干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

富的内容。文化这个概念的包容量极大 , 我们只能

挂一漏万地列举几条线索。首先 , 东干文学展示了

新文明与旧传统的冲突。如东干小说与诗歌中都表

现了女性婚姻发展的几个阶段 , 最后新文明战胜了

旧传统中的落后东西 , 妇女得到了解放。其次 , 在东

干文学中 , 还可以发现活的文化化石与新文化并存

的景观。阿尔布都的短篇小说《补丁老婆 》中的老寿

星补丁老婆就是东干旧时代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活

见证。小说中所描写的习俗 , 同中国旧时代完全一

样 , 一件东西要用几十年 , 甚至几代人。玉器 , 打破

了要钉个补疤。瓷器 , 尤其是细瓷器 , 如茶壶 、细瓷

碗破了 , 也要请匠人钉。笔者就亲眼见过祖传几代

的钉补疤的瓷茶壶 、玉烟嘴 、石头眼镜等。阿尔布都

的《瓶 》,描写从中国带来的一对瓷瓶中的一个打了 ,

也想叫匠人钉一下 , 但钉上的就不值钱了。《补丁老

婆 》中讲述东干人过去穿衣服 , 先正穿 , 然后翻过来

穿。破了 , 先自己补 , 补得不能穿了 , 再送给补丁老

婆去补。补丁老婆是专门给人补补丁的匠人。她人

格高尚 , 把别人衣服口袋里的金巫儿也送还给人家。

金王儿是旧时代的货币。短短的一篇小说中 , 传达‘

了不少旧时代的文化信息。

在东干文学中 , 我们可以体会到伊斯兰文化 、

中国文化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

点。东干族信奉伊斯兰教 , 因此 , 东干文化具有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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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化的特点。从阿尔布都的小说中 , 我们看到了

东干族的经堂教育。早先 , 让孩子读经 , 是东干人的

传统观念。孩子背上写有经文的牛脚骨 , 去清真寺

里读经。后来 , 学校教育才为许多东干人所接受。阿

尔布都小说中 , 写到古尔邦节 , 即宰牲节 ,根据伊斯

兰传说 ,认为人死后要通过绥拉特桥 ,这桥像头发丝

一样细 , 一边是狼虫蛇蝎 , 一边是火海。宰牲节 , 杀
牛宰羊 , 死后牛羊可以驮着顺利通过绥拉特桥 , 进

人天堂。由此可以看出东干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色

彩。

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学的主要资源之一 , 十娃子

有几十首诗取材于中国 , 如 给诗人屈原 》《宁夏姑

娘 》《在伊犁 》《我爷的城 》《上海的买卖 》等。阿尔布

都、伊玛佐夫、曼苏洛娃等作家也有这方面的作品 ,

而中国意象在东干文学中也不少见。我们可以举出

十娃子的《柳树枝 》, 生活在中亚的东干姑娘 , 不是

以玫瑰花、石榴花表达爱情 , 却给她所爱的小伙子

送了一枝毛柳枝 , 小伙子很懊丧 , 以为姑娘不爱他。

后经长者点破 , 他才后悔莫及。“柳 ”与“留”谐音 , 中

国古代就有折柳送别的习俗 , 表示依依惜别。许多

东干青年人尚不理解这首诗的折柳含义 , 不理解中

国文化符码的意义。此外 , 中国人的思想 、观念、感

情 , 如怀乡 、恋乡等在东干文学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在前苏联多民族文化中 , 俄罗斯文化是强势文

化 , 它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正

如 艾特玛托夫所说 “每一种当代的苏联文学 ,

都有两个起源 一个是本民族的传统 ,一个是俄罗斯

文化的传统。”【司俄罗斯文学对东干文学也产生了巨

大影响。东干文学是在俄苏文化的大语境中发展的 ,

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

了营养。在美学追求上 , 东干文学受高尔基等作家

影响 , 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 , 表现了东干乡

庄的新面貌。在题材与主题上 , 也与俄罗斯文学相

接近 , 如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以具体作家而

言 , 十娃子受俄苏诗歌影响颇为明显 , 如他的公民

诗 , 不仅受查尔查文 、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公民诗

传统的影响 , 同时也受马雅可夫斯基等新公民诗的

影响。东干诗歌形式 , 也试验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楼

梯诗形。哈桑诺夫的讽刺小说受契诃夫的影响也有

迹可寻。阿尔布都小说中运用克雷洛夫寓言 , 十娃

子诗歌中运用俄罗斯民间说法幸运汗衫等 , 都为作

品增添了动人的色彩。而东干文学与吉尔吉斯等周

围其他民族作家作品的交流与对话 , 吸收与共融也

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以上已经涉及到文学的影响间题。从文学层面

看 , 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东干文学与民间

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 , 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学是

东干书面文学的两大动因 , 中国西北民间文学则是

东干书面文学的发酵剂。东干小说中运用了许多中

国西北流行的谚语 , 东干人称之为口歌口溜。民间

故事的题材与情节在书面文学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例

证。梦先生 、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都直接进人了

他们的作品。东干文学是在与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学

隔绝的情况下 , 独立发展的 ,从文学风格上看 , 更具

有民间性 , 即更朴素 , 更通俗。其书面文学语言与民

间口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 是真正的“言”与“文”的

合一。东干文学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具有较高的

研究价值。

四、东干文学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东干学及东干文学的研究 ,如果依《吉尔吉斯斯

坦百科全书 》的说法 ,从 年算起 ,至今已有百余

年的历史 。比东干书面文学还早 余年。

东干学的研究格局可以分为语言 、历史 、文化 、

文学 、民俗 、民族等几大板块。

国外 的东干学研究 , 成果最可观的是语言。

从 年到 年 , 东干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创制

东干文字 , 由阿拉伯字母到拉丁字母 , 最后定型于

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 年 , 东干学

者刃 杨善新编订出版了《简明东干语一俄语词典 》

东干文为《简要的回族一俄罗斯话典 》收人近六

千个词条。 年由 伊玛佐夫 、 卡里莫夫 、

苏三洛 、只 哈娃佐夫 、 从娃子 、亚瑟儿 ·十

娃子 、 杨善新共同编写出版了颇具规模的三卷

本《俄语一东干语词典 》。俄罗斯学者 八 波里瓦

诺夫出版了《东干语言的主要特点 》, 德拉古

诺夫出版了《东干语法研究 》。此后 , 吉尔吉斯斯坦

科学院通讯院士 伊玛佐夫博士撰写出版了一系

列东干语研究著作 , 计有《东干语音学基础 》《东干

正字法 》《东干句法纲要 》《东干词法纲要 》《东干语

法 》。可以看出 , 国外关于东干语的研究全面而深人 ,

已经颇具规模 。

在东干历史研究方面 , 著名东干历史学家 、吉

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 苏 洛博 卜出版了

他的历史研究 包括东干民族 、文化 、民俗等各个方

面内容的 著作。

在东干文学研究方面 ,成果也较为显著。著名俄

罗斯汉学家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李福清教授和

东干学者 哈桑诺夫 、 尤苏波夫共同编著的 东

干民间故事与传说 》, 不仅收集了 篇东干民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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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几则故事或笑话。同时还有总论《东干故事的艺

术世界 》及研究者撰写的《东干故事的情节来源与

分析 》。这是一本严谨的质量较高的研究著作。李

福清不仅研究中国文学 , 同时又研究远东乃至世界

民间故事 , 资料翔实 , 学术眼界开阔。继李福清之

后 , 年 , 东干学者 十四儿出版了他的《中亚

回族口头散文创作 》, 即《中亚东干民间故事与传

说 》。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东干民间故事 ,也有

比较新颖的观点。在东干书面文学研究方面 , 法蒂

玛 ·玛凯耶娃于 年出版了她的《东干文学的形

成与发展 》, 这是迄今惟一的一部东干文学简史。作

者熟悉俄罗斯文学 , 能把东干文学放在苏联文学的

大背景中去考察。书中除了总论外 , 重点评述了亚

瑟儿 ·十娃子 、 马凯 、阿尔利 ·阿尔布都 、 哈

桑诺夫及年青作家 、伊玛佐夫、 十四儿、女诗

人 拉娃兹哈特热耶娃等作家 , 同时还论及 马

耶夫 、 杨善新 、 从娃子、 马存诺夫等人的创

作。稍后 , 还出版过伊玛佐夫的《亚瑟儿 ·十娃子 》

《阿尔布都 》等小册子 , 对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做了细

致的研究。 世纪初 , 吉尔吉斯斯坦还出版了中国

研究者常文昌的俄文版《亚瑟儿 ·十娃子与汉诗 》,

对诗人与中国诗歌创作及中国文化资源作了比较与

开掘。此外 , 日本 、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土库

曼斯坦等学者也参与了东干学的研究。

中 国 的 东 干 学 与 东 干 文 学 研 究 起 步 较

晚 , 年郝苏民、高永久翻译出版了 苏三洛

的学术著作《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 》俄文书名

为《东干人的历史与民族学概述 》 。差不多同时

出版了杨峰翻译的东干小说散文选《盼望 》 , 为

中国读者了解东干学与东干文学提供了方便。稍后 ,

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 》和丁宏的《东干文化

研究 》相继出版【脚 , 作者不仅实地考察了东干族的

生活习俗 , 同时还查阅了有关图书资料及国家档案 ,

标志着中国的东干学研究正式起步。 年国内差

不多同时出版了两本东干语言研究著作 , 一本是海

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 》 , 一本是林涛的《中亚

东干语研究 ‘ 。两书的体例与思路大体相仿 , 既

有对东干语语音 、语法 、词汇等的总论 , 同时又附有

词汇表。王小盾从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中提出

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丁宏翻译出版了伊玛佐

夫编著的《亚瑟儿 ·十娃子的生活与创作 》 。

虽然近十多年来 , 似乎出现了小小的‘东 干热 ”,

乌鲁木齐 、北京 、兰州 、银川 、西安 、南京等地形成

了东干研究的几个点。但总的来看 , 国内的东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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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仍是一鳞半爪 ,不成气候。

由于有的研究者不熟悉西北方言 , 或不精通东

干文 ,翻译的诗文错误百出 ,论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

商讨。华语文学研究者多为东南沿海及内地人 , 主

要关注台港 、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学。由于语种、地

域上的隔绝等多种原因 , 东干文学至今差不多还是

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

从世界东干学的研究看 , 中亚东干学者是一支

重要的力量。苏联时期 , 俄罗斯学者也作出了重要

贡献。其他国家的研究 , 只是星星点点。自苏联解

体 、中国逐渐崛起后 ,东干学研究的格局与趋势 , 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俄罗斯的东干研究趋于沉寂 , 用

李福清的话说 , 过去是一个国家 , 现在已经不是一

个国家了 , 所以不像从前那样关注了。而中国学者

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 国家社科基金 、教

育部及国家民委社科基金也予以立项。甚至企业家

出钱资助东干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 , 随着俄罗斯

东干研究的沉寂 , 中国的东干研究正在兴起。

五、中国东干学派形成之可能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 , 有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

区别。法国学派重影响研究 , 而美国学派则重平行

研究。东干文学研究 , 有没有可能形成中国东干学

派 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

在东干文化融合的成分中 , 俄罗斯学者对东干

文化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比中国人看得更清 由于

东干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是中国文化 , 而中国人对东

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则更有发言权。东干学者

对 自己文化资料的掌握 , 对自己民族的语言 、风俗 、

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了解 , 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 ,

由于汉字的失传 , 由于东干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

与中国文化处于隔绝状态 ,有时也势必造成“当事者

迷 , 旁观者清 ”的现象。读东干学者 从娃子撰写

的《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 》即《东干语源词典 》一

书 ,一方面 ,对其想象与判断能力 ,感到佩服。如何
谓五谷 , 东干学者不可能翻阅典籍 , 查找源头。作者

这样写道 ,五谷中“五”表示的是数儿 ,“谷”解释为五

种粮食颗子 麦子 、米 、黄米 、大麦 、黄豆。而《现代

汉语词典 》说 , 古书中对五谷有不同的说法 , 通常指

稻 、黍 去皮叫黄米 、极 有说是谷子 、麦 、豆。可

见 , 东干学者对五谷的解释与中国学者的解释是一

致的。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失传 ,单从拼音文字上看

不出某些词的原本意义。从娃子对‘戈字胡 ”的解释

是“八字 ”为“一把子”,八字胡就是一把子胡子。这同

汉语的两撤胡子 , 大相径庭。对“八哥 ”鸟儿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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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 , “八 ”字怎么来的 , 不知道。“哥 ”应为“鸽子 ”这

类鸟的总称。而中国《辞海 》的解释是 ‘少又哥 ”, 亦

称鸽鸽 、麟鸽 , 羽翼有白斑 , 飞时呈露“八 ”字形 , 故

称“八哥”。《辞源 》解释引《负暄杂录 》南唐李后主

讳煌 , 改麟鸽为八哥。按广韵谓鹅鸽为捌咧鸟 , 八哥

之八即咧之误。为什么称“哥 ,’笔者猜测 , 八哥能模

仿人说话 , 所以不叫“鸽 ”而叫“哥”。可见 , 由于汉字

失传 , 中国学者在东干语源的研究上 , 能弥补东干

学者之不足。其次 , 在文化符码上 , 如亚瑟儿 ·十娃

子的诗《柳树枝 》写东干姑娘以柳枝表达爱情 ,这种

文化符码的含义 , 许多东干人已不理解 。而熟悉中

国古代折柳送别习俗的中国学者则可以弥补东干人

这方面的不足。

在东干学研究上 , 中国学者虽起步晚 ,但 目前已

经显露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如对东干语的看

法 , 东干语是不是独立的语言 国外有学者认为是

独立的语言 , 与汉语不同。而中国学者则不同意这

种看法 , 认为东干语是汉语陕甘方言在境外的一个

变体 , 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分支 , 是中国回族的一种

跨境方言 , 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在东干文

学研究上 , 中国学者将东干文学纳人世界华语文学

的范围 , 比较中亚东干文学与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

学之联系与区别 , 更容易认识东干文学的独特性及

共性。对东干文字的看法 ,有中国学者认为 , 由于东

干成为汉语的一块“飞地 ”, 其口语文学基本停滞下

来了。东干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汉字的支撑 , 有的词

语变成了死词 如“茉莉花 ”唱成了“毛栗子花 ”阵周。

这些观点虽是一家之言 , 却也显露出中国研究者的

不同视角。

东干学研究中 , 特别要强调的是 , 避免唯我独

尊的沙文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接触东干语言文学

的人 , 往往觉得东干语太土气 , 东干文学难登大雅

之堂 , 这种立场无疑是狭隘的。鲁迅先生在《阿 正

传 》中即以“板凳 ”的称谓讽刺了阿 的狭隘。语言

本来是约定俗成的 ,没有错对之分。张隆溪曾援引语

言学家赵元任的例子 , 汉语叫水 , 俄语叫瓦达 , 英语

叫窝头 , 法语叫滴露 , 没有土气与洋气之分。又如 ,

现代汉语叫“幼儿园”, 东干人叫“娃娃园”, 不能认

为后者很可笑。鲁迅在《故事新编 》中叫“幼稚园”,

是否也很可笑 东干语中有些是中国古代及民间运

用很久的语汇 , 现代汉语中变了 , 东干语中却没有

变。举一个例子 ,东干语“民人”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

的“人民”。这种倒置的例证很多 ,中国人往往觉得别

扭。中国的先圣孔子的《论语 ·先进 》中子路曰 “有

民人焉 , 有社樱焉。何必读书 , 然后为学 ”这里“民

人 ”是老百姓 , 比现在所说的“人民”要早得多。

东干人创造新语汇 , 有 自己的法则。东干人把

男老师称“师父 ”, 这是中国旧时通用的叫法。旧时

学艺 , 要先拜师父。《西游记 》中三徒弟称唐僧为师

父。因此师父与老师为同义语 。中国学生把老师的

夫人叫“师娘 ”,东干人却把女老师叫“师娘 ”。师娘与

师父并称 , 不也有其道理吗 “学校 ”是现代汉语的

新名词 , 东干人仍沿用旧称“学堂 ”。中国有一首歌

唱道 “小嘛小二郎 , 背着书包上学堂 ”。“教室 ”这个

词 ,东干人不愿借用俄语 , 而管它叫‘讲堂”,讲堂与

学堂也是相互联系的一组词。读哈桑诺夫和白掌柜

的他们的小说发现 , “农业大学”东干人都叫“乡家户

大学 ”。白掌柜的是东干乡庄中小学教师 中亚学校

从 年级到 年级没有小学 、中学之分 , 他的中小

学生题材作品占有很大比重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 , 在课程名称上 , 东干人把算术叫账算学 , 把劳动

课叫功苦教课。东干口溜“人靠功苦值钱 , 树靠花果

围园”。一“功苦 ,, 劳动 , 东干人把教育叫调养 , 小说

中就有师娘调养家的角色。把数 目叫码子 , 没有加

减乘除这样的术语 , 分别叫添的 加 , 取的 减 ,

总的 乘 , 分的 除 。

至于东干语中的俄语借词 , 这不是东干语中的

特有现象 , 而是世界华语 , 尤其是居住在不同国度

华人华侨语言的共有现象。汉语具有很强的同化力 ,

但也不妨借用外语。石榴 、葡萄是中国古代从中亚

传来的 , 也是外来词。现代人语言交流中的麦克风 、

麦当劳也是借词。

因此 , 对东干文学的研究 , 要破除偏见 , 采取科

学的态度 , 不要脱离东干人生存的文化语境 , 用我

们的语言文学惯例去苛求他们。在这个立场上 , 建

立起东干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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