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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 一-一一笛

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已有一千六百多种。应当说，每一种都有它

存在的理由。因为没有哪一种是绝对全面、准确、生动、忠实的。科学是发

展的，真理也是发展的。一部部文学史的诞生，构筑起了文学史的大厦。

早在二十多年前，宁夏大学的张迎胜、丁生俊先生等人在条件极为困难

的情况下编写了《回族古代文学史}，在这个领域，用军路蓝缕之功，创造出

了广为人知的业绩。由此，回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比较系统的文学史，使中华

民族的文学史更趋完整和精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编写《中国回族文学

史}，又如何编写呢?学术的发展总是遵循着由浅入深，由粗而精，不断地

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样一种规律在迈进。我们认为，在回族文化的这个大

范围内，应该有一本内容更丰富，叙述更详细的回族文学史面世。一个民族

在文学上的成就，往往同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的高低保持着一致。若要

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内心世界，读他们的文学，就是简便之途。同 . 1 



时，近 20 年来，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元化的思路

已经打开，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受到文化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多种

研究方法的挑战，文学史叙述的既定格局在作品诠择这一文学研究基本层面

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已具有了比早先只是从观念上意识到"重写文学史"重

要性更充分的、内在的变革动力。例如由于扬弃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

具"这一庸俗社会学的机械理论，强调文学自身的特点与发展，文学与社

会、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更为科学、全面的理解，人性的因素逐渐凸显，并成

为了文明史的中心之一。加之社会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及宗教学研究的展开

和渐次深人，在这种新的理论思维指引下，古代文学作品经过重新扫描，不

断获得了新的认识与评价，进而重新确立起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外，在回族学领域，经过近 20 年的研究，以及资料的整理与新资料

的发现，也为回族文学史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应当强调的是，失传作

品再度发现的意义不只是为回族文学史增添了一些文本而已，如果将由于各

种原因曾事实上被人们所忽视的作品考虑在内的话，大量作品在研究中的缺

席，正是导致回族文学史单薄、单一、陈旧的原因之一。正如佛克马在《文

"在影响经典的构成的诸多因素之中，文本的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所说:

可得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非经典文本的不可得性阻碍或减慢了经典发生

任何变化的速度。"而今天，随着大量回族古籍以各种形式整理出版，数码

时代信息快捷的搜索方式又日益提高了"文本的可得性"这就为在深层次

上重建回族文学史新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文学史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正确的记述文学发展的轨有学者指出，

( [日]前野直彬迹;另一个是无所遗憾地网罗历代著名的作家和作品"

《中国文学史》序) 0 {中国回族文学史》不是一部一般典型意义上的文学史专

著，严格说来是一部从内容到艺术风格都独具回回特色的汉语文学史论著。

中
国
回
族
文
学
史

回族文学与回回民族同生共长，在极度复杂的环境中诞生、发育和成型。这

种文学与回回民族的关系在表层上有时表现得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而与汉2 



族的关系却似乎难分难解，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契合。《中国回族文学史》意

在广阔的文化大背景下，展示回族文学独特的漫长发展历程，揭示各种文

风、文体得以发展的历史动因，以及对汉族文学、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同

时对回族文学的各种活动进行简要的历史评价。编著者认为，文史哲融为一

体的综合形态，蓄积的文化内容，构成文学的重要特质，使特有的文学显现

出了极为恢弘的文化面貌。在论述文学与哲理及政论散文艺术的时候，编著

者认为它们同属史传文学，而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产物，它鲜明

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可以说是"无韵的史诗"、

"历史形式的戏剧"。它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反映了回回民族数千

年的奋斗史，表现了这个民族开拓创造的整个历程。所以， {中国回族文学

史》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数量较多的哲理及政论散文，将其作为史传文学加

以对待。钱穆早就说到过中西文学在"造体" (即文体分类)上的不同:

"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日，诗。中国人不尚作论，

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

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

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谓诗史，即古所谓诗、书。温柔敦厚，诗

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絮静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

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璜，凡不深于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

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弘，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

才思其渗透而人史籍者，至深且广。" (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中国回族文学史》中的回族，涵盖了明以前对回回人的称谓。我们的用

意是很清楚的，因为有些诗人从严格意义上讲或属于回族先民，如李南、李

舜弦等，或属于回族族源之一的维吾尔人，如贯云石、懊哲笃等。这是回族

形成历史中出现的一种常见现象。

《中国回族文学史》介绍了或者说论述了历代回回作者的文学活动及作

品。在编著中，我们在钩沉索幽、广搜博采的基础上，几乎涉及了历史上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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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回族名人，经过多次的比较、鉴别才最后确定了现存的人数。毫无疑

问，回族古代文学是一个蕴藏极其丰富的宝库，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的分

布非常分散，作品容易失传，作者也容易埋没，根本谈不上广泛流传。陈垣

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考元西域文家，比考西域诗家，其难数倍，因

元西域人专集，其传者类皆有诗无文。"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这首先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之辨"的意识不无关系。由于回族在中国属

少数民族，种族、文化都与汉族有区别，因此，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被视为外来的胡人、夷人，他们的作品也就很难进入官方的记载里面及正统

文人的视野。其次，回回在融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漫长过程中，出于自我保

护意识，广大民众对汉文字作品，不仅不注意搜集和保存，有时反而有一种

排斥的心理倾向。所以回族古代文学的资料收集工作极其繁难艰苦，尽管我

们为之花费了不少时间，付出了许多艰辛，但成效仍然有限。有一位古代回

回金溶曾说，要干成一件事，必须"毋务于速成，毋怠于持久"。有鉴于此，

我们在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勉为其难，还是编著了这本《中国回族文学

史》。有必要说明的是，古代回回作家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本著所列，但我们

只能撮凤一毛，截麟一趾，让读者举偶知返，溯流探源而已。"性爱云山非

学道，但开风气不为师。"如果读者能够谅解这本书中肯定存在的编选缺漏

或优劣失当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感到极大的欣慰了。

在编写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人选标准问题。通常，人们总是从

一位作家、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两方面来衡量其优劣。但在具体

运用中，不同的读者所给予的评价却又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即便是对

一篇文章在给予积极肯定评价时，也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由

此可以看到，评价一篇作品及其作者，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知识再造过程。我

们实在无法将回族一位作家、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简单分成常见的什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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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等等几大类而加以论述，

也无法将回族文学的艺术性用常见的什么文学性、艺术手法、审美情趣等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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