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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目录】
绪论
第一编 唐宋回族文学
第一章　唐宋回族文学概况
第一节　回族先民文学的产生
第二节　回族先民的民间文学与“胡人识宝”的故事
第三节　回族先民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第二章　唐宋回族作家文学
第一节　唐代回族进士李彦升
第二节　李殉兄妹的诗词
第三节　蒲寿歲的《心泉学诗稿》
第三章　伊斯兰教对回族先民文学的影响
第一节　伊斯兰教对回族先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
第二节　伊斯兰教对回族先民审美意识的影响
第二编 元代回族文学
第四章　元代回族文学概况
第五章　高克恭的诗歌
第一节　高克恭生平事迹
第二节　高克恭诗歌创作成就
第六章　萨都刺的诗词
第一节　萨都剌生平事迹
第二节　萨都剌诗词的思想內容
第三节　萨都剌诗词的艺术特色
第七章　贯云石的诗和散曲
第一节　贯云石生平事迹
第二节　贯云石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贯云石的散曲创作
第八章　马九皋的诗词曲
第一节　马九皋生平事迹
第二节　马九皋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马九皋词作
第四节　马九皋散曲创作的巨大成就
第九章　辛文房的《唐才子传》
第一节　辛文房的生平及诗歌
第二节　《唐才子传》的散文成就与文学理论
第十章　迺贤的《金台集》
第一节　迺贤生平事迹
第二节　《金台集》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迺贤诗歌的艺术特色
第十一章　丁鹤年的诗
第一节　丁鹤年生平事迹
第二节　丁鹤年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丁鹤年诗歌的艺术成就
第十二章　泰不华、买闾与其他回回诗人
第一节　泰不华、伯笃鲁丁与沙班等
第二节　买闾、伯颜子中、別里沙等
第十三章　元代其他回族散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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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 明代回族文学
第四编 清代回族文学
第五编 近代回族文学
后记
一部从内容到风格都独具回回特色的汉语文学史巨著———《中国回族文学史》，近日由宁夏人民出
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此书的出版填补了全国尚无研究回族文学方面的通史的空白。
《中国回族文学史》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资助的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列为“十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宁夏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李树江研究员
生前主持选题的组织策划。《中国回族文学史》的科研课题后改由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朱昌平副研究
员、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吴建伟共同主持，历时一年多，于2006年10月底完稿，2007年1月出版发行。全
书共61万字。
《中国回族文学史》收入了上起五代、宋，下迄清末以及近代约一千年间有代表性的回回作者及作品
的评介，给有关读者集中提供一批比较系统的回回文人、诗词及其散文作品的基础性材料以及简要介
评，借以促进人们在阅读欣赏的同时，关注对回回文学的搜集保存和传播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回
族文学成果、文学经验和文学发展的历史。
编辑出版《中国回族文学史》，对于反映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史，促进
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对话与对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
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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