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湛纳希的家乡在清代为卓索图盟土默特
右旗，正处于漠南与漠北的中心地带，南方的茶
叶丝绸等日用品和北方的皮毛等畜产品在这里
交易，经济的繁荣、市场的贸易带动了文化的交
流。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汉文化随之涌入，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
外史》等文学作品相继传入这一地区，学汉语、
办学堂、翻译汉族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这里蒙古
族进步青年的时尚和潮流。

土默特右旗蒙汉民族融合交流的文化氛
围，给予尹湛纳希深深的影响。尹湛纳希另一
个突出贡献，表现在吸收汉族文化精华、促进
蒙汉文化交流。他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曾将
儒家经典《中庸》和长篇小说《红楼梦》的部分
章节翻译成蒙文。在赖炳文看来，尹湛纳希创
作的长篇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从思想
内容到人物形象塑造、创作方法，都深受汉族
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的启发，塑造了璞玉、
卢梅等热爱汉族文化、广泛接触汉族思想文化
和生活方式的蒙古贵族青年形象，而他创作的
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
义》，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作品的
影响。

“让蒙古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是尹湛纳希续
写父亲未完成的巨著《青史演义》的直接动力。
赖炳文认为，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主要人物
刻画上，《青史演义》有许多借鉴《三国演义》之
处，但是他没有做简单的模仿，而是忠实于历史
题材，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按照自己的审
美理想去塑造。相比于刘备，成吉思汗更具有

勇敢、强悍、粗狂、坦诚等草原英雄的阳刚气
质，这种差异是现实生活中蒙汉两个民族心理
和性格差异的艺术反映。

尹湛纳希不但在写作中积极吸收汉族文学
中的思想营养和创作经验，而且在作品中塑造
出一批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
尹湛纳希的文学作品不仅使蒙古族群众对汉民
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汉民族对蒙古
族的文学艺术、风土人情有了全面认识，对蒙汉
文化的交流、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融洽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冬
梅介绍，尹湛纳希在蒙古国和我国蒙古族群众
中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他和成吉思汗在蒙
古国民间被视为文武圣人，其作品《青史演义》
还被蒙古国视为经典，是蒙古国目前仍在使用
的历史教材。

被蒙古国人视为圣地的尹湛纳希家庙（惠
宁寺）、墓地均在北票市。刘冬梅说，复建尹湛
纳希故居，不仅可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能
够架起中蒙文化交流的桥梁，加强两国间的密
切联系和友好往来，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活
动，加强经贸合作，辽宁可以发挥天然的地理
优势。

刘冬 梅 建 议 ，对 惠 宁 寺 、尹 湛 纳 希 纪 念
馆、尹湛纳希陵园等进行有效保护、开发和利
用。尽快建成功能完善的尹湛纳希文化旅游
产业园，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使其成为具有
极高蒙古族文化内涵的国际文化交流、旅游
胜地。

保护尹湛纳希历史遗迹，架起中蒙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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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
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我
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持
续增长，演出市场消费群体趋
于年轻化，90后人群占60%
以上。在辽宁，小剧场演出也
非常活跃，很多年轻人尤其是
大学生参与度很高。如何看
待这一现象，听听评论家们怎
么说。

蒙古族“曹雪芹”尹湛纳希故居正在复建

以历史文化名人品牌再塑地域文化优势
本报记者 商 越

北票市下府经济开发
区三府村，是成吉思汗第
28代孙、清末蒙古族著名
文学家尹湛纳希的故乡。

如今在村庄的青山绿水边，一座建
筑面积 1500 平方米的尹湛纳希故
居——“忠信府”，正在紧张复建中，预
计今年底竣工，明年对外开放。

作为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鼻祖，尹
湛纳希创作了《青史演义》《一层楼》《泣
红亭》《红云泪》等文学作品，被誉为蒙
古族“曹雪芹”。这些文学成果不仅属
于蒙古民族，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
的瑰宝。复建尹湛纳希故居，挖掘和
整理尹湛纳希的文学遗产，意在打造
尹湛纳希历史文化品牌，更好地继承、
弘扬传统文化，并借助尹湛纳希在中
国、蒙古国两国间的较高知名度，增进
中蒙间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加快辽宁
融入“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步伐。

核心
提示

三府村尹湛纳希像。

建设中的尹湛纳希故居。

《一层楼》《泣红亭》手迹。

尹湛纳希故居效果图。（资料片）

尹湛纳希创作的《梅雀图》（摹本）（资料片）

如果从 1982年算起，中国当代
小剧场戏剧的历史也不过只有 30
余年的时间。它的年轻成就了它的
先锋与实验的性质，使它对纯艺术
的追求与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究成为
可能。

可文艺的本质是它的交流功
能，曲高和寡的演出终归不符合生
存法则，更遑论发展？所以几十年
间，小剧场戏剧的创作策略和演出
模式也在调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商业化的生存法则、大众化的审美
期待。这门年轻的艺术在不断变化
的创作、演出、传播场域中经历了从
小众向市场、消费的转变。

问题是，如何在更大化地获取
观众、赢得票房的同时葆有小剧场
戏剧的精神追求与形式实验？毕
竟，小剧场之“小”使其与生俱来就
是“小众”的艺术，如果一味迎合消
费，它就没有辨识度了。这就将小
剧场的主创人员置放在进退维谷的
两难困境之中，需要突围。近年来，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分手大师》
《驴得水》等小剧场戏剧都显示出不
俗的艺术品位，也获得了极佳的票
房成绩。刚刚落幕的第二届1905国
际当代戏剧节中，有10部邀请剧目
和4部本土原创青年作品共同走上
舞台，观众超过7300人次，虽然并不
多，但足以显出小剧场戏剧的魅
力。毕竟，现场感、互动性和代入情
结让观众更容易在“小”的空间中寻
找到共鸣。

可见，先锋与大众、文艺与市场、
整体性与形而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观众要的不过是一个好故事、一份感
动、一次让人流连忘返的心灵之旅。

小剧场戏剧之“以小见大”
刘 巍

一面是辽宁省第七届大学生戏
剧节，一面是沈阳市第二届1905国
际当代戏剧节，这个秋天，紧锣密鼓
的戏剧活动让喜爱戏剧的辽宁青年
过足了戏瘾，小剧场在辽沈大地也
逐渐找到适宜的文化土壤，为青年
文化生活增添了一抹浓郁色彩。

与大剧院演出的“高门槛”“高
格调”形成有益互补的是，小剧场演
出的形式更活泼，内容更贴近现实
生活，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为
越来越多的青年所关注。虽然小剧
场也遭到格调不高、娱乐大众的质
疑，但它使得戏剧文化表现与体验
更多元，为传统戏剧培养创作、表
演、观剧的生力军，是在青年群体中
传承与发扬戏剧文化的有益探索。
正如抖音短视频发起的“谁说戏曲
不抖音”活动受到许多青年用户的
青睐，让戏曲文化火了起来，当代青
年正逐渐以他们接受的、喜爱的方
式参与到传承传统文化中来。

小剧场为青年戏剧人提供了实
践展示空间，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而
言，以往高校戏剧社团的剧目表演，
多限于校园活动，很少有面向社会
展演的机会，小剧场为戏剧新人提
供了表达自我和价值认定的平台。
小剧场里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也让
更多潜在的喜爱戏剧的青年观众，
通过“动态”的现场表演近距离感受
戏剧艺术的魅力，或捧腹大笑，或潸
然泪下，透过人物创作谈、剧本朗读
会等活动体味戏剧创作背后的故
事，不失为另一种触动身心的文化
生活方式。

让戏剧文化融入生活，用艺术
的力量去感染青年观众，方兴未艾
的辽沈小剧场必将值得期待。

小剧场：为青年文化生活
增添色彩
刘艳妮

尹湛纳希研究已成为世界蒙古学领域里的国
际性课题，在蒙古国、俄罗斯、德国、美国、法国、匈
牙利、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学者研究尹湛纳希，
形成了“尹湛纳希研究流派”。

尹湛纳希值得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以尹湛
纳希为代表的“漠南五宝”作家群体亦具有研究价
值。尹湛纳希出身于蒙古贵族书香门第，他的父
亲旺钦巴勒、长兄古拉兰萨、五哥贡纳楚克、六哥
嵩威丹忠都有较高的蒙汉文化修养，擅长诗文，才
华横溢，并互相激励，创作了大量的蒙汉语文学作
品，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和蒙汉文化交流作出了重
要贡献，且都具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因此父
子五人被誉为“漠南五宝”。

尹湛纳希的父亲旺钦巴勒，是土默特右旗管
理军事的协理台吉（相当于二品武官），在鸦片战
争时期，曾奉命率本旗蒙古骑兵与英军作战，因在
沿海地方消灭一股英国侵略军而受到朝廷嘉奖。
旺钦巴勒既是武将也是诗人、文学家和收藏家。
他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文化教育，大量购置书籍，在
忠信府内建有楚宝堂、学古斋、东坡斋 3 个藏书
楼，并在府内办学堂，讲授成吉思汗的传奇故事和
祖训，聘请汉族秀才教授家族子弟汉语知识。因
此才造就了尹湛纳希这位蒙古族文学的开创者和
集大成者、蒙汉文化交流的先驱、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文化名人。

当下，辽宁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
全面开放，刘冬梅建议，在文化“走出去”中，辽
宁应首先融入“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率先
抓好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借助文化名人尹湛纳

希在中蒙两国间具有的较高知名度，加快打造尹
湛纳希历史文化品牌。

目前，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学者为主的
研究人员，已经整理出版了尹湛纳希的重要著作，
并对尹湛纳希的生平、文学成就、哲学思想等进行
了研究。但文化品牌打造相对滞后，有关研究缺
乏规划，尚未形成合力。

刘冬梅认为，应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整合
各方力量，集中打造尹湛纳希历史文化品牌。
如组织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纪念场馆等资源，
建立专门研究基地，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多
角度全方位对尹湛纳希的家世、创作思想、作
品，以及忠信府、惠宁寺等文物古迹进行系统
研究；可建立持续举办中蒙两国尹湛纳希国际
研讨会的长效保障机制，为中蒙两国搭建文化
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加大对该品牌研究的支持
力度，可设立专项课题，配备专项资金，将尹湛
纳希的主要作品重新校订出版，针对不同的读
者群予以推介。

重建尹湛纳希故居，是打造尹湛纳希历史文
化品牌的重要一环，预计经过精心建设布展，明年
能对外开放。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着力打造尹湛纳希历
史文化品牌的理念已经形成共识，未来我省将进
一步做好尹湛纳希家庙及墓地和纪念馆的修
缮、保护工作，不断提升相关文旅资源的影响
力、吸引力。

本文照片除资料片外由本报记者商越摄
资料片由尹湛纳希纪念馆提供

整合各方力量，集中打造尹湛纳希历史文化品牌

北 票 市 博 物 馆 二 楼 ，是 尹 湛 纳 希 纪 念
馆，这里记载着这位清末蒙古族著名文学
家、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生平经历，还展示着
尹湛纳希创作的《红云泪》等长篇小说的蒙
文手稿。

尹湛纳希纪念馆副馆长白梅向记者介
绍，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尹湛纳希开创了直接
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传统，对后来
蒙古族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尹湛纳希不
仅是辽宁的骄傲、中国人民的自豪，更是世界
文化名人。因此，在他的家乡修建故居，开辟
一个专门场所承载这段历史和文化，将其价
值呈现给后人，是有特殊意义的。

据 了 解 ，尹 湛 纳 希 纪 念 馆 最 初 成 立 于
1986 年 10 月，首次以展览形式建在北票市惠
宁寺（旧址）的七间殿内。1996 年 7 月迁址于
北票市人民公园西山侧，2012 年 10 月又迁址
于北票市博物馆。一直以来，尹湛纳希纪念
馆所在地都是和文物管理所、博物馆合署办
公，没有一处独立处所。为了纪念出生于北
票市的这位蒙古族伟大的文学家，2016 年 5
月，北票市政府再次投资 1000 万元，在尹湛
纳希的出生地——下府经济开发区三府村复
建尹湛纳希故居。

在三府村尹湛纳希墓不远处，记者看到
了正在建设中的尹湛纳希故居。

白梅告诉记者，尹湛纳希的家族宅邸忠
信府，在 1891 年爆发的反对外国教会的金
丹道事件中被焚毁，尹湛纳希携家小避居
锦州药王庙，次年 2 月于忧愤中病故，终年
55 岁 。 有 关 部 门 根 据 走 访 尹 湛 纳 希 的 后
代和曾在忠信府当过杂工的亲历者，及对
旧址、遗物、碑记等实地实物考证，发现尹
湛纳希撰写的小说《一层楼》中描述的“忠
信府”，除对有些景致略有夸张描写外，其
建筑物的位置、规模、布局、特色以及院落
景致，基本是纪实性的。因此复建工程以
小说为参照，目前建筑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预计今年年底竣工，待内部设计装修、陈列
布展后，现有尹湛纳希纪念馆将迁入尹湛
纳希故居。

纪念馆已有文物展品 400 余件，还将面向
社会进行文物征集，预计达到展品 1100 件，
来充实尹湛纳希故居（纪念馆）。

朝阳市尹湛纳希研究会名誉会长赖炳
文，曾任尹湛纳希故乡——北票市下府蒙古
族乡乡长、党委书记，并著有《尹湛纳希传》

《尹湛纳希与蒙古族文学》等书。赖炳文认
为，尹湛纳希是蒙古族传统文学的继承者，在
继承蒙古族早期文学的基础上，他开创了蒙
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蒙古族现实主义
小说之鼻祖。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反
帝反封建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性，是蒙古民族
文学中的珍品。

尹湛纳希 1837 年出生在三府村一位文武
双全的爱国军官家里，家族世袭四等台吉。
在父亲和几位兄长的教导与影响下，尹湛纳
希幼年便在私塾学会了蒙、汉、藏、满文和梵
文，从小就开始了诗歌创作，还长于琴棋书
画、骑马射箭，先后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

《红云泪》《青史演义》和大量的诗歌散文达
200 多万字，另外，他还善于绘画，创作的《梅
雀图》保存至今。

“尹湛纳希对蒙古族文学的主要贡献，首
先在于他对蒙古族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赖炳
文说，他创作的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
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在故事结构和叙述上，
引入了《蒙古秘史》中的奇闻轶事、歌谣传说，
同时还大量采用民间故事、民歌、好来宝、祝
赞词、谜语、格言、成语等蒙古族民间文学的
各种形式，使小说富有民间文学所特有的通
俗易懂、活泼幽默的语言风格。

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复建尹湛纳希故
居、挖掘和整理尹湛纳希的文学遗产，可以让
更多的人了解尹湛纳希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地
位，对于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

复建故居，可以让更多
的人了解尹湛纳希的文
学成就和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