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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2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 同时又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语诗苑

中, 他的创作别具一格, 不仅文字和语言独特, 其内容与诗形都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歌创作资源, 除了

苏联现实生活与东干族自身的穆斯林文化外, 还有三大文化资源, 即俄罗斯主流文学的影响, 周围吉尔吉

斯、哈萨克、塔塔尔等其他民族亚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东干人认同中

国文化, 是其区别于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 从而使东干族自立于中亚 120 多个民族之林而不被同化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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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在世界华语诗苑中, 中亚东干诗人亚斯尔#

十娃子是一朵奇葩, 他开辟了一条诗歌创作的俗

白道路, 令读者耳目一新。十娃子独特的创作个

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独特的诗歌语言。在世界华语诗歌

中, 像十娃子这样完全用白话方言口语作诗, 是

少见的。上个世纪 30年代, 受俄罗斯汉学家的

影响, 中国学者提倡汉字拉丁化, 但在中国并未

实践, 东干人创制拼音文字代替汉字, 一直运用

到现在。在世界华语诗歌中, 有的语言颇为典

雅, 如日本汉诗, 完全是中国旧体诗的语言与形

式, 放到中国古典诗中可以以假乱真。早期美国

华语诗歌旧体诗也颇多, 而欧美及东南亚新诗,

也有趋于口语化的, 但没有像中亚东干诗歌这样

地地道道的西北农民方言口语诗。西北花儿、信

天游等民歌是真正来自民间的口头创作, 语言是

口语, 如写旧时的大脚妇女 /脚大手大你莫谈

嫌, 走两步路干散 (麻利、潇洒) 0。文人笔下的

口语诗也多为规范的普通话诗。有谁能相信运用

东干话 (西北方言口语) 不但可以写诗, 而且还

能写出好诗来? 十娃子做到了, 给我们以惊喜,

以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让我们看到诗还可以这

样写。例如: /一朵鲜花开的呢/就像火焰/绿山

顶上开的呢/我看得显。0 ( 5我爱春天6) 艾略特

和中国的穆旦都有为人传诵的以火焰比喻鲜花和

春草的名句, 十娃子也以此作比。又如: /雁飞

的呢, 犁铧尖/就像早前/就像星星, 离我远/看

得可显/还唱的呢, 古代音/不叫心闲/就像报

的: ) ) ) 我来哩/衔的春天。0 ( 5雁飞的呢6) 完

全是西北方言, /开的呢0、 /飞的呢0 都是表现
现在时态的, 即动作仍在进行, /像星星0、/古

代音0、/衔的春天0 三个关键词将诗提升到美妙

的境界。十娃子用清澈见底的东干口语创作出如

此意境优美的诗作, 令人大开眼界。以 /清水出
芙蓉, 天然去雕饰0 来概括十娃子的艺术风格,

是最为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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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流贯在诗中的顽强乐观精神。十娃子

的创作处在前苏联的上升时期, 加之东干坚韧顽

强民族精神的熏陶, 出身于铁匠家庭的诗人从小

就形成了坚强乐观的个性。在十娃子的诗歌中,

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 一个对

生活无限热爱与执著的形象, 一个麻雀也没伤

过, 别说宰羊的善良形象, 一个向世界播种鲜花

和喜悦的形象, 一个桃树般经受狂风暴雨打击而

坚强挺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 5我四季唱呢6

中, 诗人要像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一样歌唱, 但

不跳江; 要像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一样歌

唱, 但不变成铜像。要像天山像蓝天一样成百

年、成千年的活下去。诗的结尾忽发奇想: /那

塔儿我旦防不住/叫老阎王/把我的命旦偷上/连

贼一样/高抬深埋旦送到/梢葫芦乡/赶早我可出

来呢/百灵儿一般/ ) ) ) 好吗, 春天, 小姑娘/银

白牡丹! 0 这是一首奇诗, 诗人想象要死而复生,

每天迎着太阳放声歌唱。可见他对生活的执著与

热爱。直到 80 岁的高龄, 诗人写下 5有心呢6
这首耐人寻味的哲理抒情诗, 面对眼睛麻、耳朵

背, /有多孽障0 的老境, 仍持乐观态度, 认为

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就不怕眼麻耳背, 相反能

比年轻人看得更远, 听得更显。这种乐观精神贯

穿于诗人创作的始终。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 是东干诗

歌之父, 他的诗歌内容、艺术表现与形式都体现

了自己的独特个性, 同时也影响了几代东干诗

人。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族后裔, 其精神寄托有别

于周围其他民族。以精神家园为例, 十娃子既迷

恋于迁居国生他养他的东干乡庄, 又怀念祖先的

历史故国中国, 还向往伊斯兰的圣地麦加, 这是

十娃子的也是东干人的三位一体的精神家园。十

娃子的恋乡作品, 以 5营盘6 为代表, 营盘是迁

居中亚回民最大的乡庄之一, 同时也成为东干人

聚居地的代称。诗人将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与营

盘做了比较, 在感情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营盘。

笔者将十娃子的诗歌 5营盘6 与尤苏尔#老马的
小说 5乡庄6、黑亚#拉阿洪诺夫作词、叶塞作曲

的歌曲 5花瓶6 并称东干乡情作品中的 /三绝0,

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同时也表现了东干民

族特殊的情感与心理, 而小说和歌曲都受十娃子

诗歌的影响。十娃子的 5北河沿上6 既怀念中

国, 又怀念麦加, 表现了东干人 /回族爸爸、汉

族妈妈0 的寻根意识。而诗人怀念中国的作品居
多, 以 5我爷的城6 为代表, 抒发了对银川对中

国的思念之情。受十娃子影响, 伊玛佐夫和曼苏

洛娃分别创作了 5一把亲土6 和 5喜爱祖国6,
前者写抒情主人公从银川带回一把黄土, 敬献在

祖父的坟头, 流着眼泪念索尔儿 ( 5古兰经6 片

段) , 接都哇。后一首 5喜爱祖国6 是笔者从国

家广播电台东干节目中收听到的, 诗人把中国称

为喜爱祖国 (后来还写过 5我有两个祖国6) , 看

见星星落在中国, 引发诗情, 猜想落在他的家乡

兰州, /我的祖辈生在中国/我不得见/大声大声

我哭哩/心都疼烂0。由此可见, 几代东干人对中

国的眷念之情。

十娃子的独特个性还表现在诗歌意象的创造

上, 他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

作为现实主义诗人, 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摄取

意象;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 又十分热爱大自然,

从大自然中提炼诗歌意象。以比喻意象为例, 诗

人构建了两大比喻系统, 一是生活比喻系统, 即

大量的比喻意象来自东干农村日常生活; 二是自

然比喻系统, 许多比喻来自大自然。而同一首诗

中两大比喻系统的意象又常常同时并用, 相辅相

成。如 5滩道6 写道: /我记的来, 大滩道/就像

案板/就像媳妇擀下的/没有边沿/就像拿油渗下

的/黑土太壮 。0 以东干媳妇擀面的案板比喻滩

道的平坦, 以拿油渗下的比喻土地之肥沃, 这样

的日常生活比喻在中国文人诗歌里是少见的。又

如 5喜麦的曲子6 开头: /喜麦吹的那个笛/有指

头壮/就像拿油渗下的/比金子黄。0 都是生活比
喻, 写姑娘漂亮又转成自然比喻, / 桃红姑娘长

得俊/就像月亮/黑里她旦出了门/世界都亮0。以

朴素的方言土语创造出美好的意境。在十娃子的

自然意象系统中, 尤为突出的两大意象群是太阳

意象群和春天意象群, 从中可以感受到东方民族

/天人合一0 的哲学观念。由于十娃子是播种快

乐与鲜花的诗人, 即使悲剧情境也充满理想, 太

阳意象群与春天意象群是为其创作个性服务的,

能得心应手地营造乐观氛围和书写理想。

十娃子又是东干诗歌形式的探索者, 他所创

立的七#四体形式是东干诗歌中运用最多而趋于
稳定的一种形式。十娃子试验过马雅可夫斯基的

楼梯式诗形, 也试验过中国的七言体、民歌体,

而他自己得心应手的还是七#四体。所谓七#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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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第一行七字句, 第二行四字句, 第三行又是

七字句, 第四行四字句, 依此类推。在这种基本

形式中, 还可以变换, 可以跨行。如 5营盘6:

/在天山呢生养哩/天山呢唱/在天山呢我跑哩/连

风一样/天山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

呢/我咋不唱?0 以轻快的节奏谱写了一曲天山牧

歌, 句式大体符合七#四体。

诗人去世后, 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诗人的

四行诗: / 好话多说, 老朋友/ 伤人心/听话,

说的, 听音呢/把音拉正。0 也是七#四体, 这四

行富于哲理的诗句已成为读者的座右铭。

十娃子作为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诗人, 一方面

受主流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况且俄罗斯文

学中产生过世界一流的大师; 另一方面, 诗人又

要坚守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为此, 我们来

探讨十娃子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和文化资源。

东干族作为中国回族的后裔, 同时又生活在

中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环境中,

除了自身具有伊斯兰文化特点 (当另撰文论述)

外, 同时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 而俄罗斯文

化与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其他民

族文化的重要影响与融入, 也是不可低估的因

素。这一点, 在十娃子的创作中也有迹可寻。

先看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俄罗斯文学是东干

书面文学的重要动因之一。在前苏联, 各个少数

民族文学无不受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根据法

蒂玛#玛凯耶娃 5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6 所提

供的线索, 十娃子在塔什干教育学院上学期间,

就迷恋于俄国古典诗歌, 并开始在 5大学生6 杂
志上刊印自己的诗作。他熟悉并翻译过普希金的

诗歌, 写下这样的诗句, 由俄文转译如下: /如

今我的默默无闻的民族P认识了你, 神奇的歌手P
他称你为亲人。0 可以说, 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既

有显性的又有潜在的。玛凯耶娃在上述著作中提

到高尔基对东干文学的影响,
[ 1] ( P26)

如果我们对照

高尔基所确定的新文学的美学原则, 不难发现,

这些原则对东干文学, 对十娃子都产生过潜在的

影响。首先, 同旧风俗的遗迹作斗争。十娃子十

分热爱自己的民族, 同时又对本民族的落后遗

迹, 深恶痛绝。他的一部分作品对东干女性予以

特别关注, 不仅对死于封建礼教的女子寄予深切

同情, 同时又热情支持争取自由的女性。5马家

姑娘跑掉了6 就是一首回族姑娘反对包办婚姻的

赞歌, 这正是高尔基所倡导的同旧风俗遗迹作斗

争的作品。其次是创造新的人物, 高尔基所确定

的这一美学原则, 对十娃子同样产生过影响。他

的组诗 5在我们的营盘呢6 是全新的生活气象,

全新的人物。有外科女大夫金花, 大学毕业的电

厂工程师马贵, 发电女工三姐, 康拜因机手麦

燕, 种植能手维林等。这些东干人物, 以崭新的

精神风貌出现在东干文学中, 可以说, 这是十娃

子对东干诗歌的一个贡献。高尔基还论述了民间

文学的美学价值, 强调加强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

系。十娃子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 与民间文学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都可以看做是高尔基所

确立的新文学的美学原则对十娃子的影响。

在诗歌题材上, 十娃子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 如 5才是列宁6、5列宁 ) ) ) 世界
光6 等关于列宁题材的诗。玛凯耶娃在 5东干文

学的形成与发展6 中指出, 描写列宁的文艺作

品, 是苏联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之一,
[ 1] ( P30~ 33)

我们

知道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

5列宁6。在中亚, 列宁曾一度是诗歌中的真正主

角。在塔吉克民歌中, 列宁被称为兄弟、父亲,

十娃子诗中也称列宁为父亲。东干民间关于列宁

的作品也不少, 口头文学赋予列宁以神奇超凡的

色彩, 如列宁由星星诞生, 有金胳膊金手, 他常

常借助神奇的自然力量, 脱离危险, 战胜敌手。

把十娃子的诗放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 就更能看

清它与俄苏文学及中亚文学的联系。5才是列宁6

抒写了东干民族曾遭受的苦难及其解放的历程。

5列宁 ) ) ) 世界光6, 被谱上曲子, 在东干民间普

遍传唱。据赵塔里木研究, 这首诗的音乐是 /套

用了小曲子 5弟兄三个人6 的曲调0。[ 2]同东干民

间文学相比, 诗人的创作剔除了列宁的民间神话

倾向, 赋予列宁以既伟大而又平易的性格。

公民诗, 是俄罗斯苏联诗歌的一个传统, 从

杰尔查文、普希金、雷列耶夫到马雅可夫斯基,

贯穿了一条公民诗创作的线索。在公民诗的创作

上, 十娃子不仅受俄罗斯公民诗的传统影响, 同

时还受马雅可夫斯基新公民诗的影响。玛凯耶娃

论述十娃子初期的创作, 偏重于鼓动性和政论

体, 也是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等诗人的影

响。
[ 1] ( P41)

苏联文学的卫国战争题材相当发达, 人

道主义主题相当突出, 这些对十娃子也产生过一

定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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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也充满人道主义

的人文关怀, 如 5仗就是他6 从人性的角度, 从

相互残杀者双方的妻子儿女失去亲人痛苦的体验

出发, 抨击了战争发动者的罪恶。

诗人甚至将俄罗斯民间广泛流传的说法, 写

成妙趣横生的作品。如 5运气汗衫6, 副标题为

/俄罗斯民人的古话儿0。诗中写道: /穿的汗衫

儿养下的 ) ) ) P我听得多P这个俏话俄罗斯的P-谁
没听过. P光是汗衫运气大P也不简单。0 中国西
北如甘肃镇原, 认为孩子出生头上、身上有白色

附着物, 谓之穿白衫, 戴白帽, 叫戴孝, 是不吉

利的征兆。而俄罗斯民间看法却正好相反, 认为

孩子出生穿汗衫, 是一生幸运的好兆头。成年

人, 谁要是幸运, 遇事能化凶为吉, 则称为穿了

运气汗衫。十娃子称苏联给我端下 (赠送) 运气

汗衫, /就为那个我不脱P运气衣裳P黑明就穿的它P
连命一样P运气汗衫, 好汗衫P运气衣裳P谁的命
大, 有运气P就能穿上0。诗人融合 / 俄罗斯古

话0, 融合得好,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十娃子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 他不仅被誉为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0, 还曾担任过吉尔吉斯

斯坦作家协会秘书长, 与吉尔吉斯作家、诗人有

过许多交往。他的部分诗作标明是与吉尔吉斯诗

人的唱和与对话。伊玛佐夫在 5亚瑟尔#十娃子

生活与创作6 及 5挑拣下的作品6 序言 ) ) ) 5又

是诗家, 又是科学人6 中为我们提供了诗人与吉
尔吉斯诗歌的许多联系。十娃子不仅精通俄文,

还精通吉尔吉斯文, 他用吉尔吉斯文出版的作品

有10 余种。同时, 他又用东干文翻译过吉尔吉

斯诗人如 �#托科穆巴耶夫、�#乌买塔里耶夫、�

#马里科夫、�#托克托穆舍夫、�#埃拉里耶夫、�

#吐尔逊诺夫、�#苏塔诺夫的作品。在上个世纪

70年代, 诗人用东干文翻译的诗集 5祖国的早
晨6 中收录了 16位吉尔吉斯著名诗人的作品。80

年代, 又用东干文翻译了吉尔吉斯诗人�#阿德谢

娃、�#扎格吉耶夫、�#阿贝勒卡西莫娃、�#茹

苏耶夫、�#阿巴克罗夫、�#萨德可夫、�#阿布
德卡利可夫、�#扎尔肯巴耶夫等作品, 结集为

5天山的音6。十娃子与吉尔吉斯诗人创作的交流

与对话, 在其作品中也有迹可寻。伊玛佐夫说,

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 第二年荐选最高苏维埃代

表, 为回应这件事, 十娃子和吉尔吉斯诗人托科

穆巴耶夫、马里可夫、维尼科夫等一同创作 5运

气歌6。[ 3] 这首 5运气歌6 长达三千多行, 副标题

为 /团体诗文0, 即组诗。这首诗的构思与创作与

吉尔吉斯诗人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当时以东干文、

俄文、吉尔吉斯文分别发表。

十娃子的同题诗 5白杨6 有好几首, 其中有

一首是给吉尔吉斯诗人 �#托科穆巴耶夫的。伊

玛佐夫说: /特别是他与吉尔吉斯著名诗人 �#托

科穆巴耶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住在捷尔

任斯基大街 (现在的爱尔肯基克大街) , 经常在

一起散步、交流。亚瑟尔#十娃子曾经写过一首

诗 5白杨树6, /献给亲爱的老朋友 �#托科穆巴

耶夫0。
[ 4] ( P33~ 34)

诗中这样写道: /我爷栽的这棵白
杨树/ 叫我趁凉, ,/得道哪个小姑娘/把你看上

/送给你哩把白杨/ 把姓刻上/ -托科穆巴耶夫.

写得真/刻得也重/你的心到天上哩/有多高兴。0
/我爷栽了这个树/这个白杨/送给你哩小姑娘/她

的手浪/也是你的白杨树/你高声唱/也是我的,

你别吼/这个白杨。0 这首诗可谓吉尔吉斯斯坦的

诗坛趣话。据说, 比什凯克的捷尔任斯基大街,

曾居住过东干人, 白彦虎晚年就在这儿度过, 这

里是比什凯克陕西东干人居住区。因此才有 /我

爷栽的这个树P这个白杨0 的诗句。而十娃子的
诗友托科穆巴耶夫是著名的吉尔吉斯诗人, 曾有

一位喜爱他诗歌的姑娘, 在白杨树上刻上了诗人

的名字。十娃子戏称姑娘将白杨树赠送给了托科

穆巴耶夫, 托科穆巴耶夫为之高兴, 并以 5白
杨6 为题, 写了赞美诗, 高唱 / 我的白杨0。十

娃子这首诗为唱和之作, 两位诗人的相互影响是

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诗作还有 5天山6, 副标题
也是 /给托科穆巴耶夫0。诗中提及历代诗人包

括吉尔吉斯伟大的阿肯和托克托古尔等有关天山

的歌。诗的开头写道: /在天山呢生养呢P天山呢
长P在天山呢跑哩P连我一样P这个天山你唱过P太
阳一般。0 可见, 这首诗也是唱和之作。

历时性的影响是重要的, 共时性的影响同样

是不可低估的。在俄罗斯及吉尔吉斯诗歌中, 过

去时代的诗人对十娃子有过影响, 而苏联时代的

同代诗人, 对他的影响更大。

中国文化资源, 在东干文学创作中, 占有重

要的地位。在所有东干诗人中, 十娃子诗中的中

国文化资源最为丰富。而中国文化资源又分别渗

透在语言、意象、民俗、人物、事件及思想感情

等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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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语言。如果说东干人的政治、科技等

新术语中俄语借词较多, 而宗教语言中阿拉伯、

波斯语借词较多, 那么, 其文学创作中, 基本是

汉语西北方言, 借词的比例要小得多。十娃子提

倡少用借词, 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同是一

首诗, 俄文与东干文的阅读感受大不相同。只有

东干文, 才是原汁原味的带有晚清时代语言特点

的中国方言。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有理由把它划

归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因此, 东干文学的文化

资源在语言层面上, 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主

要来自中国。

其次是中国意象。十娃子诗歌中, 俄罗斯、

中亚的自然意象与社会、日常生活意象占有较大

的比重, 这是由诗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如伏尔

加河, 是俄罗斯的母亲河, 也是前苏联人的母亲

河, 因此常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但是, 中国意象

在十娃子诗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黄河, 这

是中国人的母亲河, 也常出现在诗人笔下。在十

娃子的诗歌意象中, 有些是标志性的东干意象,

其中不少意象来自中国。植物意象中最突出的如

韭菜。诗人在德国, 想念家乡, 怀乡诗中想到的

是东干乡庄的韭菜; 去中国, 飞机一过天山, 首

先闻到的是韭菜味。东干人将韭菜带到中亚, 中

亚其他民族韭菜的叫法也是汉语的发音, 在十娃

子作品中, 这是带有民族特点的东干诗歌意象。

又如牡丹是中国的国花, 中国人十分喜爱牡丹。

十娃子诗中不但以牡丹作比, 还专门写过关于牡

丹的诗。母亲、父亲都喜爱牡丹, 并精心呵护。

白杨树, 虽然各处都有, 但是十娃子几乎把它作

为东干诗歌的独特意象, 多次出现。诗中的白杨

树, 不是我大 (父亲) 栽下的, 便是我爷栽下

的。而白桦树, 差不多是叶赛宁的独特意象, 是

带有俄罗斯特点的植物意象。十娃子在 5英雄的
无常6 中, 写了一个俄罗斯战士, 来自叶赛宁的

故乡梁赞, 唱道: /我在梁赞住的呢P连叶赛宁P
我也肯唱: ) ) ) 桦树呵P春天的俊, ,0 梁赞也

成了白桦树的故乡。鸟类意象出现频率较高的是

夜莺, 东干人叫它 /五更翅儿0。这种鸟儿虽然

许多地方都有, 但在十娃子诗中, 五更翅儿成为

东干族的标志性意象。诗人听过柏林、黄河沿上

五更翅的叫声, 虽然也叫得好听, 但是在他的感

受中, 同营盘不一样, 只有营盘里的五更翅能打

动人心。来自中国的意象, 还可以举出许多, 如

小姐的床叫 /牙床0, 皇帝的床叫 /龙床0。十娃
子 5梦先生6 诗中的 /南山0, 应该是陕西的终

南山。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意象。

人物称谓上的中国特点。十娃子在 5给后
辈6 中说: /列宁师父教我哩P就像父亲。0 东干
词典中 / 师父0, 就是老师, 这是来自中国的旧

称谓。而中国现代汉语把领袖可以称导师, 但不

叫师父。 5青梅里边的古今儿6 主人公 (姑娘)

的父亲称员外, 也是中国旧时对富绅的称谓。

5长城6 中的唱词: /姐儿生来P本十七P一心想穿
斜带衣P这是奴家挣下的P这是奴家挣下的。0 /奴

家0 是姑娘自称, 中国现代汉语已不这么称呼,

而旧戏曲中的 /奴家0 称谓极其普遍, 中国西北

农村农民闹社火, 演的旧节目中也常有 /奴家0

的自称。类似的还有称医生为 /先生0, 称所爱
的姑娘为 /姊妹0, 称父亲为 / 大大0、 / 老子0

等都是来自中国的东干人的特有称谓。

以中国为题材, 写中国的人和事的作品, 在

十娃子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专门有一本

诗集命名为 5中国6。其中 5上海的买卖6 反映

上个世纪 30年代上海买卖人口的社会现象。5送

丈夫6 则标明是 /中国的红军歌0。5探马6 用现
代汉语新术语就是侦察员, 写女侦察员英勇牺

牲。5血路6 为太平天国军而作。长诗 5活睡梦6

写中国工人罢工斗争, 其中 /伟大中国0、/苦焦

甘省0、 /山东省0 等都标示出中国发生的故事。
5真钢6、 5宁夏姑娘6 等也是中国题材的作品。

他的中国题材甚至延伸到 /文革0 十年, 5临尾

儿的信6 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 与苏联有亲属关

系的姑娘牡丹姐所受的迫害。这类写中国人和事

的作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歌剧 5长城6, 其故

事来源于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范郎都是民间

传说中的人物。东干语汇中没有 /演员表0 这样
的现代汉语新名词, 而标明 /耍的人0。耍就是

演, 诗人的 5在我们的营盘呢6 把演电影, 叫耍

电影; 而唱腔, 东干语为 / 唱的音调0。5长城6

的唱腔, 拟定了东干民间的十种曲子, 分别是南

桥担水、姐儿怀胎、送亲人、出门人、小郎过

街、寡妇上坟、大姐儿、拉骆驼、张先生拜年、

孟姜女等。不同于话剧的分幕, 5长城6 依中国
传统戏曲的结构, 分为折子, 折子里又分为 /头

一看0、/第二看0、 /第三看0 等。从戏剧情节、

人物、结构形式、唱腔到道白、唱词, 都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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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是东干民族化的艺术。

十娃子创作中的中国民间故事、民间语汇、

民俗等影响都颇为明显, 除了上面所说的 5长

城6 外, 取材于民间故事的还有 5梦先生6、5青
梅里边的古今儿6、5心狠 ) ) ) 折本6 等。这些民

间故事, 又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

念。 5青梅里边的古今儿6 中的员外姑娘, 在

/毒兵对头0 闯进花园之前, 不愿遭受凌辱, 跳

了大江。5心狠 ) ) ) 折本6 源于去太阳山背金子

的故事, 贪得无厌的人, 必然自食恶果。十娃子

也运用过中国民间 /铁杵磨针0 的故事, 鼓励青

年培养顽强的意志与毅力, 去争取胜利。5给屈
原诗人6 不仅对屈原表达了敬意与怀念, 同时也

写了中国端午节包粽子, 吃粽子, 向江河抛粽子

的民间习俗。而且诗人也模仿中国人: /我在伏
尔加上呢P把你没忘P我也唱了你的曲儿P把你记想
P我也把粽子撂哩P往伏尔加江。0 十娃子诗中不

仅有秦始皇、韩信等历史人物, 同时也有民间传

说中的王母娘娘: /那会儿跑到天河上P连鱼儿一
样P我浮过去, 找去呢P把王母娘。0 其中的地名
也是中国的, 中国人叫 / 天河0 或 / 银河0, 而
俄语、英语、德语等都叫 /牛奶路0, 哈萨克语

则叫 /鸟路0。韩信在十娃子诗歌中的情况较为

复杂, 当韩信用大写时, 指历史上的人物; 用小

写则成为一个 /共名0 (何其芳语) , 而且是恶的

共名。诗人把法西斯叫韩信, 把一切恶人都可以

叫韩信。原来东干民间故事中, 韩信为了做高

官, 听信神仙的话, 把母亲活埋在风水好的地

方, 与司马迁的记载截然相反。同时又把厕所修

在哥哥的井旁。正是受了民间故事的影响, 在十

娃子笔下, 韩信是十恶不赦的恶的典型。

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相当丰富, 以上

我们只是列举一些例证。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

国文化在中亚东干族中的传承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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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haracter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Arthur Shiwazi
CHANG Wen-cha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Arthur Shiwazi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Dongganps written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 ive

of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with Dongganps poetry. His writing possesses a unique style in the world Chinese poetry

for his special use of languag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his poems brought fresh style to the poetry during his time.

Besides social reality in Soviet Union and his Muslim cultural background, three main cultural resources could be

found in Arthur Shiwazips poems: Russian main stream literature; the surrounding sub-cultures, such as Kirghiz,

Kazakh and Tartar cultures; Chinese culture took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his creation.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Chinese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Donggan people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neighbor Muslim

ethnic groups and thereby have never been assimilated with them and remain distinct among more than 120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Arthur Shiwazi; writing character; artistic resource; cul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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