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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原野》文学月刊创刊于1955年1月，是内蒙古自治

区乃至全国创刊最早的蒙古文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迄今已出

刊近600期。60年的春去秋来，60年的风风雨雨，文学创作乃

至文学阅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批评从理论、观念到方法和

样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学的本质没有变，《花的原野》对

文学的信念、对文学价值的追求没有变。

上世纪50年代，《花的原野》从第二期开始系统地翻译发

表苏联的《文学概论》（戈·罗·阿波罗莫维奇著），目的是希望

刚刚走上新文学征程的蒙古族作家、诗人以及广大读者，接受

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熏陶。汉译蒙发表的茅盾、老舍、赵树理

等国内著名作家的创作谈、理论评论文章也深受广大作家和

读者所喜爱，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到了

60年代初，蒙古族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自己研究和编写文学

理论读物，如连载于《花的原野》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索德

那木拉布坦、日·田仓合著）即是。基础性的理论建设，有力推

动了蒙古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也对蒙古族新文学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纳·赛音朝克图的《关于诗歌之我见》、巴·

布林贝赫的《自由生活·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理论评论文

章，是《花的原野》创刊初期发表的评论力作，即使现在读起来

也让人感叹其见地之深刻、问题意识之强烈，可谓集动力性、

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于一身。

改革开放初期，《花的原野》的理论评论板块迎来了新时

期的第一缕阳光，蒙古语文学同国内汉语文学一样，春潮汹

涌，巨浪滔滔，解放思想的洪流冲破一切错误的、僵化的极左

观念的藩篱，掀开了蒙古文学崭新的一页。《必须彻底否定“叛

国文学”的错误论断》（社评）、《冲破禁区，迎来万紫千红》（乌·

苏古拉）等文章，以及关于文学与爱情、文学与悲剧的讨论，都

给文学带来了复苏的信息，文学开始向关怀人的命运、追求真

善美的“人的文学”回归。《诗歌的时代，时代的诗歌》（塔木苏

荣）、《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诗意的自然》（巴·布林贝赫）、《诺

力玛苏荣诗歌的艺术特色》（贺·宝音巴图）、《夏的畅想》（苏尤

格）等文章，表现出彻底否定极左路线之后的文学自觉，开启

了蒙古语文学“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和批评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蒙古语文学敞开门窗，多边借鉴国内外现代文

学的优长，一改过去单一、僵化的局面，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全

新景观。“心灵化”、“向内转”、“意识流”的阵风刚刚吹过，结构

形态和叙事方式的变革、种种现代表现手法的试验紧随而来。

在一些作品中，翻云覆雨，随意挥洒，时间、空间格局被打破

了，情节发展的逻辑被重置了，却也能如诗如画，让人动容。

《阳光下》（索德纳木）、《圣火》（满都麦）、《中年》（赛音巴雅

尔）、《人骨崖》（嘎·希儒嘉措）、《狗妇》（乌力吉布林）等一大批

小说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理念，已经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

《高原七彩梦》（特·官布扎布）、《解旱之雨》（巴·宝音贺希格）、

《第21个太阳》（特·斯钦）、《世界在马蹬上崛起》（达·斯仁旺

吉拉）等诗歌作品幽遐奇诡、玄奥无极，让读者浮想联翩。这些

作品以其先锋品格在文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众说纷纭，褒

贬不一，一时间连《花的原野》开辟“探索诗歌”栏目的做法都

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批评群体自然不甘寂寞，国内外的相关

学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草原，前卫的理论和新潮的方法成

为解读、推介新潮作品的首选武器。一时间新理念、新手法、新

尝试层出不穷，蒙古语文学百花园地争奇斗艳，姹紫嫣红。《花

的原野》作为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之一，其间发挥了重要作

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文学创

作的深化繁荣，蒙古语文学开始思索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比

如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世界文学大背

景下的民族文学及其走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学多元化、多

样化与本土文学的价值建构等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触及。

《蒙古语诗歌艺术想象的新天地》（贺·宝音巴图）、《新时期蒙

古文学的主要特征》（策·杰尔嘎拉）、《再论文学的民族性》（布

仁赛音）、《小说艺术本体论》（乌恩巴雅尔）、《审美感觉与诗歌

创作》（仁钦道尔吉）、《关于鄂尔多斯乡土文学》（哈达奇·刚、

阿·哈斯宝鲁）等在《花的原野》发表的多篇文章表明，蒙古语

文学理论评论正在紧跟时代的步伐，聚焦文学创作前沿，勇敢

地肩负起历史责任。《花的原野》开展的关于若干小说、诗歌作

品的争鸣以及关于朦胧诗和现代派文学的讨论，都在新时期

蒙古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迹。每次讨论的起因和焦点虽

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民族文学如何为民

族大众服务的问题。而贯穿始终的根本性问题，则是在新形势

下如何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理想与文学价

值的建构问题。

比起80年代的喧哗与躁动，90年代的蒙古语文学评论显

然多了些矜持与冷静，特别是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对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猛烈冲击，促使理论批评界开始

沉思蒙古语文学如何适应新形势、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综

合性的、学理性的、深入的现象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文学评论

的深度和评论与创作实践对接的问题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即

使是关于创作个案的分析评论也都力求摆脱华而不实、贴标

签式的言说，而更加注重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心灵沟通了。针对

高亢昂扬的颂词虚语式评论盛行的现状，《花的原野》特意开

办了《啄木鸟》栏目，还有人著文疾呼《文学评论需要苦味》

（日·道格欣）。这时，放眼文学整体而具有系统性、学理性的深

度评论、深入剖析创作个案或针砭时弊的“苦味”评论，格外受

到读者的青睐。仅以诗歌评论为例，《关于蒙古语诗歌传统与

创新的若干问题》（陶·德力格尔仓）、《蒙古语诗歌，路在何方》

（敖·达木林扎布）、《现代诗现象引发的思索》（才布希格）、《活

力与超越：探索的价值》（青格勒图）、《诗〈蒙古人〉的得与失》

（马·策登巴尔）等评论文章说明，蒙古语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

教训开始得到认真总结，《花的原野》的评论乃至整个蒙古语

文学批评阵营的理论范式悄然在改变。

进入21世纪后，反思、调整、超越成为涵盖蒙古文学创作

与批评的共同话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切并如

实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倾听并真实传达民族大众的心

声；高度关切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强调民族文化的独

立性、完整性，以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唤醒人们的民族文化

自觉意识——这是蒙古语文学创作不变的追求和最重要的精

神主线。与此同时，文学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在发生多方

面的积极变化。盲目跟风，追求“新、奇、怪”的形式主义被遏

制，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反传统的另类创作不再吸引眼球，而

代之以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各种手法技巧杂糅并用的创作

理念，并成为多数作家诗人的共识。在此情势下，《花的原野》

不断调整办刊思路，强化导向意识，为了把刊物办成名副其实

的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理论评

论板块得到了明显加强。《蒙古文小说：如何走向21世纪》（仁

钦道尔吉）、《历史文化·时代·象征与梦想》（海日寒）、《民族意

识与家国情怀的艺术表现》（额·乌日更）、《神话世界与现实存

在的交互作用及诗意的澎湃》（色·乌日斯嘎拉）、《蒙古文化视

角与蒙古文学》（楚鲁）……从90年代后期开始，聚焦纯文学、

严肃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逐渐占据《花的原野》理论评论栏目

的显要位置。尽管其中一些文章似乎已经突破了一般文学评

论的边界而成为一种学术探讨，编者还是把它们发表在综合

型文学刊物上，足见其价值取向。这些文章从创作实践的成败

得失中提炼出鲜明的理论见解，以公允和建设性的话语方式

与创作群体深入沟通，深刻影响了创作实践。

60年过去了，《花的原野》始终扎根民族大众和民族文化

的沃土，响应时代的召唤，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社会奉献

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如

今文学消费日趋快餐化、娱乐化的现实背景下，《花的原野》依

然坚持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的办刊风格，坚守文学的理想，实

属难能可贵。

坚守文学理想坚守文学理想 根系民族大众根系民族大众
————《《花的原野花的原野》》6060年理论批评回眸年理论批评回眸 □□包斯钦包斯钦

发展阶段

《花的原野》杂志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蒙

古文文学期刊，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的摇篮。当代

蒙古族文学的大部分代表性作品均发表在《花的

原野》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发展、变革与蒙古族当

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基本重叠。

蒙古族当代诗歌经历了革命建设时期

（1947-1978 年）、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2

年）和市场经济时期（1993年-至今）三个连续而

嬗变的历史阶段。

革命建设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大一统的规范

体系统摄下，形成了蒙古族“社会主义诗歌”形

态。其主要特点是：形成了以革命、建设、英雄、理

想、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国家为

核心话语的主题形态（当然有民族特色和地区风

貌）；形成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发展方向的美学

形态，民间资源受到极大重视；革命现实主义、革

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惟

一创作方法，昂扬的“颂歌模式”被推向极致。与

现代阶段（1947年前）相比较，此时的蒙古族诗

歌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迅速成

长，形成较大的书面诗人队伍。这一时期的主要

作者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齐木德道

尔吉、杜格尔苏荣、纳·塞西亚拉图、哈·丹碧扎拉

森、波·敖斯尔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

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纳·赛音朝克图当

时是中国作协理事、《诗刊》编委，其抒情长诗《狂

欢之歌》（1959年）首先发表在《花的原野》杂志

上，当年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人民文学》上，引

起轰动。巴·布林贝赫的抒情长诗《生命的礼花》

（1959年）也是首先发表在《花的原野》杂志上，

后被译成汉文分别于1960年、1962年由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起全国

诗坛的关注。这两位诗人及其作品被写入各种版

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当代蒙古族诗人的

重要代表。

改革开放时期，蒙古族诗歌从观念到形式、

内容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新时期伊始，带有启蒙

主义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其代表是阿尔

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

迪、德力格尔仓、苏尤格、色·乌力吉巴图、萨仁其

其格等。80年代中后期，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特·

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勤、勒·超伦巴

特尔、德·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腰·额尔

敦陶克套、纳·熙乐、乌云格日乐、乌兰托娅等人

崛起，使诗人队伍更加扩大和年轻化。阿尔泰、

齐·莫日根、勒·敖斯尔三位无疑是当代蒙古族第

二代诗人的杰出代表。阿尔泰的系列组诗《心灵

的报春花》在《花的原野》首发后引起巨大轰动，

受到蒙古族读者的高度礼遇。他出版了《阿尔泰

诗选》《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等重要诗

集。《花的原野》首发的齐·莫日根的抒情诗《蝈蝈

长鸣》、组诗 《灰兔》，勒·敖斯尔的叙事诗

《苏米亚》、组诗《牧马人之歌》《祖父的希日塔

拉》等也引起巨大轰动。特·官布扎布、波·

宝音贺希格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也是蒙古族

“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他们分别出版了《二十

一世纪的钟声》和《另一种月亮》《天风》等诗

集，成为蒙古族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路人。而

德·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腰·额尔

敦陶克套等人更热衷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本土

性表达，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

的变革，文学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境

遇。第四代诗人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崛起，他们明

显地分化成两个诗人群体，一组是知识分子诗人

群体，以学者诗人为主，他们以蒙古族诗歌的现

代化为目标，致力于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创新、文

化经验的开拓，其代表是多兰、满全、瓦·赛因朝

克图、额尔德木图、策登巴拉、昂基特、包·乌尼尔

等，代表性诗集有《蒙古人》（多兰）、《温馨时光》

（满全）、《遥远的预言》（瓦·赛音朝克图）、《没有

翅膀的鸟》（额尔德木图）、《昂基特诗选》（昂基

特）、《独木林》（包·乌尼尔）、《遥远的雪山》（海日

寒）等；另一组是原生态写作诗人群体，继承了

德·斯楞旺吉拉等人的文化诗歌传统，致力于蒙

古族游牧文化的表达，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标举

本土化的旗帜，其代表作有《骏马家园》（恩和哈

达）、《温暖人间》（那顺达来）、《色玛》（哈·巴图吉

日嘎拉）、《北斗神韵》（宝音巴图）等。与此同时，

出现了一批在基层写作的诗人群体，如道·布赫

朝鲁、套克图木吉等。

进入新世纪，蒙古族诗坛出现了新生代诗人

群，大多是“70后”、“80后”，如朵仁珠拉、刚查茂

都、海风、都仍吉日格拉、敖其尔巴尼、巴雅兀惕·

桑杰、纳德米德、克·哈斯巴雅尔、格·恩和巴雅

尔、包图干宝义兰、査荷玛、色·乌力吉吉日嘎拉

等。诗歌界的“本土文化诗歌”热潮愈演愈烈，从

主题、价值到审美全面向本土文化回潮，立志建

构游牧文化的审美世界。新生代诗人都仍吉日格

拉、敖其尔巴尼、纳德米德等人的创作就集中体

现了这样的特点，他们分别出版了《火红的孤独》

《水迹》《第十三月》等诗集。而新生代中的另一群

体则更趋向于现代主义，热衷于现代经验的前卫

表达，如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格·恩和巴雅

尔、克·哈斯巴雅尔等。他们出版了《诗歌世界》

（如朵仁珠拉）、《一棵树》（刚查茂都）、《郊外的秋

天》（海风）等诗集。

当代诗歌创作的三个方向

从诗学思想上考察，蒙古族当代诗歌创作，

在世界诗歌的影响下，形成了三个创作方向，即

抒情主义、意象主义和语言诗学。

一、抒情主义。以抒情为诗歌的本质特征的

抒情主义无疑是当代蒙古族诗歌的主流诗学思

想。其最初的重要实践者是纳·赛音朝克图和巴·

布林贝赫。其中，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以直接抒

情为特色，情感真挚热烈，抒情汪洋恣肆，风格朴

质明朗；巴·布林贝赫的诗歌集史诗的气魄、民歌

的柔婉、赞祝词的铺排为一体，注重营造意境，风

格精致而雄健。阿尔泰、勒·敖斯尔继承并改造了

抒情主义，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嬗变。如阿尔泰

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是自由体诗，从内容上看是

包容诗；他把抒情作为诗歌的主要功能的同时，

将小说、戏剧的叙事、议论、对话功能引入抒情

诗，提炼出了能够包罗万象的诗体。阿尔泰的诗

歌既受到惠特曼自由体的影响，也显示出蒙古族

长调民歌的悠长韵律，而且内容庞杂，对应了我

们复杂的现实生活。相比，勒·敖斯尔的诗歌前期

是很整饬的格律体，后期是变化多端的自由

体，其抒情方式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有渊源

关系，但更加自由灵活，意境的营构、抒情的

激越、议论的巧妙成为其诗歌的特色。新世纪

以来的“本土文化诗歌”基本上继承了抒情主

义衣钵，比如满全温情浪漫的散文诗也把想象

与情感的功能大加发挥。

二、意象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

外现代主义诗歌和内地“朦胧诗”对蒙古族诗歌

的影响逐渐显露，诗人们开始接受更加现代的观

念，探索更新颖的表现手法，意象主义诗学思想

在部分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齐·莫日根的

诗集《迷梦》、特·官布扎布的诗集《二十一世纪的

钟声》集中体现了这一诗学思想。他们不再满足

于单纯的抒情，而更多地将主客体融为一体，为

思想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致力于客观呈现，将

主体隐匿在意象方程式中，不予论说。前者的意

象诗简短而复杂，总是将瞬间的复杂感受聚合为

凝练的意象组合；而后者的意象诗带着更多的内

在抒情因素，意象如汹涌的江河奔流而来，表现

复杂的思绪之流。第三代诗人仁·斯琴朝克图、

德·斯楞旺吉拉的诗歌将意象主义融合到文化诗

歌中，集中表现游牧文化心理和生活情趣；第四

代诗人中瓦·赛因朝克图、多兰等人也不同程度

地吸收了意象主义诗学，与他们的智性写作有机

整合到一起。

三、语言诗学。蒙古族诗歌发展到上世纪80

年代后期，一种新的诗学观念悄然发芽。诗人

波·宝音贺希格对语言有一种魔术师般的迷恋，

这种迷恋通过国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

的洗礼，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成熟为一种崭新的诗

学思想——语言诗学。语言诗学的本质即以语言

为本体，以语言重新命名世界，在这里，现实被读

成语言现实，语言成为一切；内容与形式的合一，

逻辑的非连续性，主体的语言化成为主要特征。

宝音贺希格出版了《天之风》《九十九只黑山羊》

《雪的邮票》等诗集。包·乌尼尔和哈·巴图吉日嘎

拉也在语言诗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分别著有诗集

《独木林》和《侵袭的五面》。

三种诗学的多元共存表明，蒙古族诗歌创作

已与世界诗歌创作有了某种同步性，进入了繁荣

发展的时期。

美学形态

近代以来，蒙古族诗人的世界意识逐渐形

成，诗歌创作进入跨文化视野之中。蒙古族诗歌

的美学形态也与世界诗歌思潮有了千丝万缕的

联系。概而观之，当代诗歌中共有四种美学形态：

现实主义美学、启蒙主义美学、浪漫主义美学和

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美学。《花的原野》杂

志上的诗歌典型地反映了这四种美学形态。

现实主义美学在这里主要指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美学，革命时期的诗歌均遵循了这一美学原

则，以反映论为指导，塑造典型形象，主体精神主

要体现在抒情上，追求朴素和雄壮的风格，形成

了“颂歌模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赞美诗成为主

流。第一代诗人的作品均有浓重的现实主义特

色，但由于蒙古族诗歌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传

统，部分诗人的作品也体现了浪漫主义色彩，如

巴·布林贝赫和齐木德道尔吉的诗歌。

改革开放时期的蒙古族诗歌大都带有较明

显的启蒙主义色彩，这当然与“文革”遭遇、现代

化的呼唤和历史进步的渴望有关。第二代诗人阿

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

迪、德力格尔仓、苏尤格、色·乌力吉巴图、萨仁其

其格的作品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美学特征。

他们诗歌中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启蒙主体，

作品有很浓重的思考特质，反思性、社会性、批判

性强烈，理性、真理、现代化、乐观的历史观成为

权威话语。另一方面，由于蒙古族诗歌传统的强

大吸引力，浪漫色彩也时刻体现在这些作品中，

抒情性强烈。

浪漫主义美学主要体现在第三代诗人德·

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色·敖特根白乙和

第四代诗人多兰、满全、额尔德木图、策登巴拉、

那顺达来、沙·莫日根、都仍吉日格拉、敖其尔巴

尼、纳德米德等人的作品中。主体、理想和美成

为他们诗歌的核心，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体现了

一种反现代的特质，追求“宝木巴”（即“乌托邦”）

理想，对牧歌生活的怀旧、对爱的世界的渴

望、对“神话”世界的建构成为他们诗歌的主

要特色。

而另一部分第三代诗人和第四代诗人的作

品则体现了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色

彩。如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琴、

瓦·赛音朝克图、昂格图、海日寒、朵仁珠拉、刚查

茂都、海风、格·恩和巴雅尔、克·哈斯巴雅尔等人

的作品。他们的诗歌无论从表现异化、解构理性、

重建诗意的主题上看，还是从孤独的主体、怀疑

的价值观、悲观的历史观上看，或者从“新神话写

作”、破碎化、零散化、游戏化等艺术追求上看，都

烙着深刻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印记。从蒙古族诗

歌传统看，他们走得最远、最义无反顾、最具颠覆

性。他们第一次把丑、平庸、荒诞等美学范畴纳入

到蒙古族诗歌中，并表现了一种变形美、病态美

和朦胧美。

这几种美学形态在当下蒙古族诗歌创作中

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诗人们在各自的道路上继

续探索前行着。

现代转型是蒙古族百年文学的基本主题。纵

观蒙古族百年文学史，诗歌的变化最大，成就最

突出，问题和困难也最明显。现代化路向与民族

化路向是贯穿蒙古族当代诗歌史的两条基本脉

络。历经五代诗人的努力，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辩

证统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历史留

给我们的严酷考验。

蒙古族当代诗歌概览蒙古族当代诗歌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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