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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lsan Tschina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mmigrant writers in Germany. His works, which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ngol nationality, were honored as “the Fortune of German Literature” by 
the magazine Die Zeit and enjoy a high reputation. His historical novel Genghis Khan’s Nine Dreams 
revealed not only the glorious life of Genghis Khan, but also the distinctive panorama of Mongolia 
grassland. The novel is based on historical stories. The writer has an access to Mongolia image and 
Mongolia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character and site. 

 
Keywords 
Genghis Khan, Historical Novel, the Mongol Nationality, Immigrant Literature 

 
 

浅析《成吉思汗的九个梦》中蒙古民族符号的

表达 

巫中一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4日；录用日期：2017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摘  要 

齐纳克作为德国移民文学中的重要作家，曾被德国《Die Zeit》杂志誉为“德国文学的幸运”，其作品

极具蒙古民族特色，在德国文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齐纳克的历史小说《成吉思汗的九个梦》中，作者

以成吉思汗的视角，展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戎马一生，也同时描绘了一个极具特色的草原民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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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史实改编而来，在历史、人物和空间的交汇中，找到一条寻求民族认同感、构建民族形象的重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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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古民族符号的表达需要依托民族的历史 

历史小说首先必须要基于一定的历史史实。蒙古帝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世界性帝国，其历

史被很多语言的文字所记载，如汉文的《元史》《圣武亲征录》，波斯文的《史集》等等，在众多官方

史集之中，《蒙古秘史》无疑是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最为众多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推崇的正史了，《成

吉思汗的九个梦》也正是由《蒙古秘史》改编而来。不同于其他王朝历史文献，《蒙古秘史》本身可以

说就是一部文学性非常高的史学著作，杉山正名认为，《蒙古秘史》有着浓烈的于“历史和文学之间”

性质的暧昧部分[1]。历史是小说最直接的素材，齐纳克这部小说是以蒙古族官史为蓝本写出的，展现的

是蒙古帝国开创初期的铁血史，叙事时间是从成吉思汗西征唐兀惕(中国史称“西夏”)到其意外坠马去世，

这也是成吉思汗人生中最后一次出征。出兵原因是官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在成吉思汗此前出征花剌子模

帝国时，当时唐兀惕的君主，傲慢地拒绝了成吉思汗出兵协助的请求，并且嘲讽到“你力气既不能，不

必做皇帝”[2]。在消灭花剌子模帝国之后，成吉思汗决心复仇嘲讽过自己的唐兀惕人，整部小说也是在

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展开。这个起源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看似普通而又极其特殊，有着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经历了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大开大合。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品中同样又充满了极具特色的个人化表达倾向，带有作者丰富的文学想象和

鲜明的蒙古民族特征。小说以“九个梦”为题，数字“九”一方面是指出了小说的九个章节，另一方面

从蒙古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九”是一个虚数，数字“九”在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被视作最为尊贵和吉祥的数字，数字背后更多的是蒙古民族的文化内涵；梦境贯穿作品始终，梦的内容

不仅涉及成吉思汗一生中功过是非，更展现了整个蒙古民族发展初期的筚路蓝缕。 
在小说中真实历史和虚构历史是相互交错的。“将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集体，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

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3]。”齐纳克对于这段历史的虚构，正是一种填补了历史空隙的遐想和回

忆。每个民族都只有在自己的历史中，才能找到自我定义，只有激活这段连续的历史，才能进而去探究

属于整个民族的形而上的问题。民族历史不仅只是单纯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更是民族寻求统一性和独

特性的支撑点。 

2. 成吉思汗的形象是蒙古民族的精神图腾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是蒙古民族的精神图腾。《成吉思汗的九个梦》里作者齐

纳克以蒙太奇的手法，用梦境和回忆的方式展现了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中若干个片段。小说可以看作是成

吉思汗一生丰功伟业的大事记，从统一草原的各场关键性的战役，一生中与劲敌之间的厮杀，以及西征

唐兀惕的坠马受伤等，诸多历史的关键节点都在梦境的长卷轴上一一展现。小说的作者齐纳克出生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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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 40 年代的蒙古，在 60 年代赴德求学，之后便开始用德语进行创作。较之二战后的欧洲移民和土

耳其移民作家，齐纳克的作品里自我意识鲜明，蒙古民族的身份，不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极

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止是向大家讲述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而是在这个生活方式和

认知习惯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里寻找一个民族记忆最深处的那份认同。

纵观整个蒙古民族发展，“成吉思汗”不仅是这段历史中最鲜活、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更是一个内涵

极为丰富和不可磨灭的民族符号。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他的另一个名字“铁木真”，时至今日仍然

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街道、车站、广场以及功德祠等各个角落，于是与之相关的一段段记忆也随之附着其

上。如同骑射是草原民族的重要标志，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符号在蒙古民族的族群认同上的作用也是无可

替代的，想要了解蒙古民族，从“成吉思汗”开始是最为合适不过的。 
在小说《成吉思汗的九个梦》中，成吉思汗的梦是非常丰富的，有他和手下勇士们在草原上驰骋拼

杀，有对敌人冷酷无情地屠戮，也有挣扎在也速干和也随两姐妹之间纠结的情感，这诸多的元素都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英雄形象。小说中的成吉思汗有着丰富的内心活动和敏感的精神世界，虽有着天神的庇佑

和草原之主的盛名，但由此而来的孤独和不安，又使他的内心显得极其敏感和脆弱。小说中的成吉思汗

的形象并没有落入到以往的窠臼之中，作者以心理小说特有的方式，让成吉思汗自己回顾了一生中重要

的时间节点，也展现了成吉思汗作为君主的迷惘与彷徨，失落与恐惧。将一个君王失落的一面展现给读

者不仅没有减弱这个人物形象，反而用人性中最常见的丑陋丰满整个形象，增强了这个符号的感知强度。 
成吉思汗形象的官方记忆书写和文学记忆书写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成吉思汗”的形象上，蒙

古民族找到了集体身份认同的源头。在文学性的民族回忆里，意在指向未来的杜撰是必不可少的。“这

类往事要么是在他们生活过程之中发生的，要么则体现在人类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传统之中，而且往往

都经过了充分的处理和杜撰[4]。”如今成吉思汗的墓冢仍无处可寻，但他的声望不仅存在于官方的功德

祠内，也同样被各式非官方的记忆方式所记载，在官方记忆和文学记忆的交织之下，出现了一个有迹可

循的民族图腾。对历史的回忆是民族身份认同建立的手段，在不同的时空里，找到一种“文”与“史”

的互证关系，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更是在民族的形成和延续中做出重要贡献。 
而这段由作者齐纳克个人记录下的历史，难免会出现一些夸大和模糊甚至是和官史相左的成分，甚

至是对一段特定历史的不同于他人的见解，但是对历史进行分析和构建的目的一定是描绘现实和指向未

来的。民族记忆不会仅仅停留在追忆过去的层面上，更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积极指向。志费尼在《世界

征服者史》中在谈到关于历史记录是否存在夸大和缩小描写问题时认为这样“马失前蹄”的情况是难

免会发生的，无需过分纠结，对历史夸大或缩小描写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在现实里宗教和世俗方面的好

处，“如你发现我的文体、写法、技巧或修辞不合规范，别问我的看法：我的舞步确实符合时代的节

拍[5]。” 
从历史进程来看，从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开始，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化和内斗之后，至

十四世纪末，蒙古帝国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当曾经民族的辉煌如今已出现不可避免的下行，

为了弥补民族的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上出现的断裂，“成吉思汗”的形象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3. 草原是承载蒙古民族记忆的重要空间 

对于发轫于斡难河畔的蒙古民族来说，草原的地位同样是毋庸置疑的。草原不仅是孕育蒙古民族历

史的最重要的空间，更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西塞罗曾说，“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

巨大的”，草原为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和自己的

民族先贤再次相遇。小说《成吉思汗的九个梦》虽然被认为是一部心理小说，但是作者始终不忘描绘草

原场景，在这众多的描述草原的画面中，既有阳光普照、生机勃勃的温暖，有天高地迥、残阳如血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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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也有马蹄声声、尘土飞扬的紧张，每一幅画面都是一段民族集体记忆的复活。 
不论是茫茫的草原，还是新生的王权，总之草原上的一切都是易逝的。不同于东方高度发达的农耕

文明，也不同于西方迅猛的工业文明，草原的脆弱性决定了草原上的故事势必无法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

烙印，留下的只是浅浅的“痕迹”[6]。齐纳克作品里成吉思汗形象的颠覆正因为这段“痕迹”处于官方

和民间记忆书写的中间地带。也正因为这样，草原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介于官方政治性、功能性的记忆书

写和民间记忆储存的一个契合点，草原的文学有更强的可塑性，为民族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4. 总结 

用非母族语言来书写和构建民族身份，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民族文学的范畴，齐纳克的作品在

一定程度上不仅是蒙古文学的时代缩影，也更是移民文学的潮流所趋。二十一世纪之初，全球化进入了

一个新的高速阶段，在人进一步突破地区限制的过程中，移民文学中“反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和更强调

区域、民族身份的自我表达却在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小说《成吉思汗的九个梦》中，作者齐纳克选取了民族最光辉的年代、民族最传奇的人物和最具

民族特色的空间，三者结合，勾勒出成吉思汗的形象。成吉思汗的王者之路是可以打开整个古老游牧民

族内心最深处对于那个快马弯刀驰骋草原的激情年代记忆的钥匙；而成吉思汗之死，对于蒙古人来说，

则又是“一个跨越了时代的共同关心之所在”[7]。如果说历史的作用是为了去掉人物的神性，那么记忆

的作用就是使人物走进神坛，接受膜拜。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神，齐纳克的小说中，从梦境的角度去

诠释民族的历史记忆，在梦境的回忆里，无论回忆中的成吉思汗有多么虚弱狼狈，他依旧是整个民族的

神。正如小说中所言，“成吉思汗的生命不单单涉及了那个拥有成吉思汗头衔的男人，这是蒙古民族的

共同财富。它更属于那些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聚集、寻求安宁生活的人们”[8]。小说中九个梦包含的是

成吉思汗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属于个人，属于民族，更属于整个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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