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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依诗集》浅探──纳瓦依的抒情诗集之─“恰哈尔迪瓦尼”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姑丽尼格尔 

 

今年 9 月 9 日是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纪念日。作为百年馆庆活动之一，国图在 200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举办了《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大型展览。展览展出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

文文献，其中之一是馆藏察合台文古籍《纳瓦依诗集》。该文献是被批为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察合台文古籍，是研究中亚历史文化的最可靠的书面材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精品。本文拟对纳瓦依本

人及其他作品加以介绍，并总结对该诗集和纳瓦依的相关研究。 

艾米尔•尼杂木丁•艾里希尔•纳瓦依（Elshir Nawa'i、简称纳瓦依）是 15 世纪一位划时代的诗人、

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于公元 1441 年 2 月 9 日（回历 844 年斋月 17 日）出生在当时帖木儿王

朝的首府赫拉特城（Hirat,今在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赫拉特省首府）。《拉失德史》一书中说：“艾利

希尔原本是维吾尔巴合西家族人”
1
（Bahxi、巴合西：秘书、教师之意）。“艾米尔”是他的官名；“尼杂

木丁”是他的正名；“艾里希尔”是惯用名；“纳瓦依”是作者的笔名、意为“曲调,鸣啭”。1501 年 3 月

1 日，纳瓦依在赫拉特逝世，享年 60 岁。 

 

诗人的一生及其作品诗人的一生及其作品诗人的一生及其作品诗人的一生及其作品    

当时的赫拉特城为中亚文化的中心。纳瓦依的家庭也是文学世家、他自幼就在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

那里学习。纳瓦依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即以浓厚的兴趣系统地学习了维吾尔语、波斯语—

—塔吉克语、阿拉伯语的语言文学以及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历算等，还学习过绘画和音乐。

他聪明好学、记忆力惊人、又经过一些知名学者的指点，因而在诸多文化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虽出

身名门显贵，家庭却曾遭受打击迫害，因而转辗流徙、贫愁交加，饱尝世间辛酸与苦难。这些经历对他

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用察合台语（突厥语）和波斯语进行诗歌创作，被称为“双语诗人”。 

历史著作《巴布尔传》中记载：“他无妻、无子过了他的一生”
2
。纳瓦依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突厥民

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及文化事业的研究。他被尊为把维吾尔察合台文学推向顶峰的人物，是维吾尔文

学史和思想史上最富盛名的卓越代表。纳瓦依在他 60 年的生涯中，把大量心血和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文

学创作，留下了三十多部著作。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讴歌正义、善良、智慧、勤劳，追

求真善美，揭露残暴，昏昧、奸诈、伪善，鞭挞假丑恶。 

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纳瓦依的全部著作，即《纳瓦依全集》，包括 30 部作品，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分类。一般分为 8 大类，即诗集类、列传类、语言文学类、宗教伦理类、历史类、评传类、书信类和附

件类。其主要作品为《四卷诗集》、《五卷诗集》、《穆罕默德英雄传》、《赛依僖·喀赞·艾尔

德希尔传》、《情之所钟》、《鸟语》、《两种语言之辩》、《名人之谈》、《韵律准绳》等
3
。 

                                                   
1 《拉失德史》，引自瓦依提江，艾斯哈尔编《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 499页。 
2 引自海米提·铁木尔译《巴布尔传》，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 320页。 
3 关于纳瓦依作品目录，请参见艾则孜•阿塔吾拉•萨尔特肯《“纳依学研究的部分作品目录”补充》，《图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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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集抒情诗集抒情诗集抒情诗集─“─“─“─“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    

抒情诗占纳瓦依作品的绝大部分。他一生中写的抒情诗有 5 万多诗行（其中 44，901 行为察合台维

吾尔文
4
，其余为波斯文）。1487 年纳瓦依把以察合台维吾尔文写的抒情诗做成一个抒情诗集，并称为“恰

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为波斯语，“四部诗集”之意。诗人把人的一生比喻为一年四季，把诗集

也分为四个部分，即（1）《尕拉伊布尔斯尕尔》即《童年奇趣》或《人之惊异》或《人生之小雨》；（2）

《纳瓦迪如希夏巴毕》即《青年的珍品》；（3）《柏达依乌力瓦萨提》即《中年美景》；（4）《法瓦依杜力

卡巴日》即《老年收益》。《四卷诗集》共收诗 3132 首，十六种体载的抒情诗集，即情诗、柔巴依、颂歌

等。其中第一部 840 首；第二部 759 首；第三部 740 首；第四部 793 首。诗歌的内容涉及到哲学、社会

学、政治和道德等各个方面。包括对忠贞爱情的歌颂，对真挚友谊的赞美，对人道主义和爱国思想的宣

扬，对个人志趣和自然景观的描绘。除此之外，还有对压迫者和独裁者的控诉及对狡诈者和欺骗者的批

判等。由于他的抒情诗有着梢湛的艺术造诣，所以《四卷诗集》又被称为《精义宝库》或《思想的宝库》。

尽管纳瓦依的诗歌内容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把自己的观点，个人愿望以及喜怒哀乐通过抒情诗表达

出来，因而其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光彩。 

    

““““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恰哈尔迪瓦尼””””的手抄本的手抄本的手抄本的手抄本    

纳瓦依的作品被称为《察合台语》的完整典范。他每部著作的手抄本都很多，有的甚至超过百本，

但是属于比较古老的版本很少，现流散在世界各地。据艾赛提•苏莱曼的的研究
5
，较多的是在原苏联各大

图书馆，藏量超过千册，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社科院东方学院藏的手抄本有 254 册。在我国，这些抄本集

中在新疆各地的文化部门，而大多数流散在民众手里，具体数字未能统计。在 1950 年的一次考察中找出

400 多种手抄版本；1957 年在沙车县（叶尔羌）找出的 700 多种手抄作品中 150 种是纳瓦依作品的手抄

本。在喀什地区博物馆藏得版本有 20 多种。 

几百年以来，喜爱纳瓦依的人民以抄写为主的最原始的方法不断地抄写他的作品流传到今天。“恰哈尔

迪瓦尼” 作为纳瓦依作品的杰出代表，在维吾尔族社会很受欢迎。这部作品的抄写状况如下： 

（1）纳瓦依去世两个月后，在库车（Kuqar）高级经文学校经文教师指导下手抄的完整本； 

（2）1700 年以“Heza'enul—Me'ani”名义第二次手抄的版本；（3）同时在哈密市被毛拉·买合苏

德第三次手抄的版本。除此之外，属于 15-16 世纪，由维吾尔教师或秘书抄的纳瓦依作品的各种版本。

如：现已发现 1557 年该《恰哈尔迪瓦尼诗集》在新疆某地手抄的版本，及在库车，和田等地的发现的纳

瓦依其它作品的手抄版本。 

                                                                                                                                                               

2001年第 3期。色买提•吾甫尔《纳瓦依学研究的部分作品目录》，《图书论坛》，2001年第 1期。 
4 察合台维吾尔语（喀什语）属突厥语族的东部语组，是维吾尔和乌兹别克等突厥语民族从 13世纪到 20世纪初共

同使用的书面语言，是在喀喇汗王朝（10世纪至 13世纪）的官方语言和诸突厥民族在回鹘语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通行于察合台汗国，铁木耳帝国，莫卧儿王朝，即现今新疆，中亚地区，印度北部等地区。因通行于察合台汗国而

得名，是现代维吾尔文的前身。察合台语是维吾尔文从古文字（回鹘文）改为阿拉伯文字后所出现的维吾尔书面语。

这种文字自元代（即十三世纪）起逐渐形成，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初开始使用现代维吾尔文字语言为止。 
5艾赛提•苏莱曼《寻找纳瓦依》，转引自阿布里米提•艾海提编《伟大的诗人纳瓦依》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

版社，2001年，第 208—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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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依诗集》对研究当时察合台文学的基本特征，内容和形式，以及 15 世纪维吾尔族社会，政治，

道德，哲学，宗教等具有重大的意义。纳瓦依的诗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忠贞不渝爱情的赞赏。他鼓励这

种真挚而健康的感情，令人心灵纯洁。这可能就是木卡姆
6
之母、叶尔羌汗国王妃阿曼尼莎罕

7
一直喜爱纳

瓦依诗歌，并将之大量运用到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去的重要原因。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有将近百首

的纳瓦依诗歌。这些诗歌至今被当作歌词加以传唱，深受人民喜爱。 

    

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目录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目录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目录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目录    

为了解和把握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本文将自 1980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纳瓦依及其作品研

究的论著目录编译如下。编排顺序为：一、专著部分，二、论文部分。论文又分为学位论文、概说、文

学、艺术、社会、语言、哲学与宗教、学术动态与纪念文章及其它等几个专题。汉文发表的论著在前，

维吾尔文发表的论著译为汉文置后。 

    

专专专专        著著著著    

一、汉文部分 

纳瓦依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张宏超译《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1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编《论伟大的诗人纳瓦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2001 年。 

二、维吾尔文部分 

纳瓦依著《格则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艾利希尔·纳瓦依著，哈米提·铁木尔，阿布都若夫·普拉提编译《两种语言之辨》，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8 年。 

阿依别克著，穆罕默德·夏尼亚孜编《纳瓦依的童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纳瓦依著，阿布都热依木·托合提编《情之所钟》，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90 年。 

纳瓦依著，伊斯热皮力·玉素甫，阿布都克尤木·霍加编《七星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1 年。 

纳瓦依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莱莉与马朱农》，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1 年。 

纳瓦依著，热合木吐拉·贾里编《帕尔哈德与西琳》，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1 年。 

纳瓦依著，阿布都热西提·伊斯拉木编《正直人的惊异》，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1 年。 

〔俄〕则孜·克尤莫夫著，托合提·阿布汗，阿布都力海·阿布都扎依尔译《非凡人生—艾

利希尔·纳瓦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7阿曼妮莎罕（1523—1557）叶尔羌汗国第二代汗王阿布都热西提汗的王妃，诗人，道德学家，是整理和收集维吾尔

十二木卡姆的伟大木卡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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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希尔·纳瓦依著，阿布都热西提·斯拉木，阿布都米吉提·库尔班整理《名人之谈》，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纳瓦依著，毛拉斯迪克·叶尔坎迪编，阿不都克尤木·霍加整理《赛地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尔的

城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纳瓦依著，毛拉斯迪克·叶尔坎迪编，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帕尔哈德与西琳》，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纳瓦依著，毛拉斯迪克·叶尔坎迪编，买买提吐尔迪·米尔孜艾合买提整理《拜合拉木与迪拉热木》，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排祖拉·伊萨克江·阿吉译《纳瓦依的格言》，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8 年。 

排祖拉·伊萨克江·阿吉编《艾利希尔·纳瓦依的格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伊明·吐尔逊著《论纳瓦依》，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吐尔宏·伊里提孜，艾则孜·阿塔吾拉·萨尔特肯编《纳瓦依的无价之宝》，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

版社，1999 年。  

艾斯卡尔·候赛因编《纳瓦依之宝（1-3）》，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阿布里米提·艾海提编《伟大的诗人纳瓦依》（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阿布里米提·艾海提编《伟大诗人——纳瓦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买买提吐尔迪·米尔孜艾合买提编《艾利希尔·纳瓦依作品》（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1 年。 

艾赛提·苏莱曼著《艾利希尔·纳瓦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巴图尔·肉孜著《艾利希尔·纳瓦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阿依别克著，尼米图拉·阿吉，托合提·卡斯木编《纳瓦依传》，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艾拉玛·则买合沙里，艾利希尔·纳瓦依著，托合提·提拉译《金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纳瓦依著，托合提·提拉译《莱莉与马朱农》，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纳瓦依著，托合提·提拉译《帕尔哈德与西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阿迪力·穆罕默德主编《纳瓦依语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和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

年。 

 

论论论论                文文文文    

一一一一、、、、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一）汉文部分 

艾赛提·苏来曼著《五卷诗（海米赛）》研究：论《海米赛》传统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维吾尔文学的

影响，博士论文，1999 年。 

张宇《两种语言之辩》研究，硕士论文，新疆大学，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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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吾尔文部分 

吾甫尔江·买买提《“名人之谈”中体现的文学批评观》，硕士论文，喀什师范学院，2007 年。 

    

二二二二、、、、概概概概    说说说说    

（一）汉文部分 

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纳瓦依时代(十五——十六世纪)》，《西部学坛》，1994 年第 4 期，第

7—20 页。 

井植喜《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纳瓦依》，《新疆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74—78 页。 

阿不都秀库尔·图尔迪著，，，，文兵译，，，，《艾利希尔·纳瓦依生平及其创作》，《西域研究》，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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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明·吐尔逊《关于纳瓦依的原世系》，《新疆地方志》，1998 年第 1 期；《新疆社会科学论坛》，1998

年第 3 期。 

买合木提·栽依迪《纳瓦依诗歌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艺术高峰》，《塔里木》，1998 年第 4 期。 

艾则孜《我们知道纳瓦依吗》，《天尔塔格》，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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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尼瓦尔·塔石铁木尔《关于纳瓦依的的民族籍别》，《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 3 期。 

艾赛提·苏来曼《寻找纳瓦衣》，《哈密文学》，2000 年第 3 期。 

木陆克·阿吉《纳瓦依格言》，《新疆历史文摘》，2001 年第 1 期。 

奥斯曼·卡吾力《影响纳瓦依创作的伟大人物》，《哈密文学》，2002 年第 2 期。 

阿布来提·努尔顿《纳瓦依生活年代的中亚历史》，《新疆文化》，2002 年第 4 期。 

阿布里米提·木汗买提《艾力希尔·纳瓦依及其在维吾尔艺术发展的伟大贡献》，《新疆艺术》，2003

年第 1 期。 

 

六六六六、、、、语语语语    言言言言（维吾尔文）    

穆泰力甫·斯迪克《关于纳瓦依语言》，《语言与翻译》，1988 年第 12 期。 

伊明·吐尔逊《艾力希尔·纳瓦依的语言》，《布拉克》，1998 年第 2 期。 

栽米尔·赛都拉杂搭《关于艾力希尔·纳瓦依的波斯－塔吉克语作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 

库莱西·塔伊尔《纳瓦依在“两种语言之辨”中的语言思想》，《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玛丽亚姆·买提吐尔逊《“情之所钟”的双语句分析》，《新疆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吾买尔·达吾提《两种语言和艾力希尔·纳瓦依》，《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库莱西·塔伊尔《关于艾力希尔·纳瓦依作品的语言学价值》，《新疆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 

    

七七七七、、、、哲学与哲学与哲学与哲学与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一）汉文部分 

阿布都外力·克力木《从“莱丽与麦吉侬”看东方伊斯兰文学中的“仿造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第 109—113，143-144 页。 

（二）维吾尔文部分 

艾斯卡尔·候赛因《关于艾利希尔·纳瓦依的社会观、道德观》，《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关于艾利希尔·纳瓦依的哲学观的探索》，《新疆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艾尼瓦尔·吾守尔《关于艾利希尔·纳瓦依的哲学，艺术思想》，《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2

年第 2、3 期。 

艾尔肯·亚森《艾力希尔·纳瓦依“完美会合”中的文学观》，《玛依布拉克》，1998 年第 2 期。 

艾山江·阿布力孜《关于“帕尔哈德与西琳”长诗中的神秘主义表现》，《布拉克》，1999 年第 2 期。 

吾热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纳瓦依与神秘主义》，《天尔塔格》，1999 年第 3 期。 

吾热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菲克热提《纳瓦依的道德教育》，《美拉斯》，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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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山江·阿布力孜《帕尔哈德身上的神秘主义哲学痕迹》，《新疆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艾山江·阿布力孜《帕尔哈德形象的哲学层次》，《新疆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2001 年第 2

期。 

尼米吐拉 ·艾拜都拉《艾力希尔·纳瓦依：关于道德》，《布拉克》，2001 年第 3、4 期。 

吾热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菲克热提《纳瓦依的爱情观》，《天尔塔格》，2002 年第 2 期。 

吐尔逊·凯里盆《关于苏菲派与 Naqishbenchilik 在纳瓦依抒情诗里的表现》，《新疆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阿·玉苏甫·吾米迪《艾力希尔·纳瓦依的竞争观》，《新疆青年》，2003 年第 4 期。 

 

 

八八八八、、、、学术动态与纪念文章学术动态与纪念文章学术动态与纪念文章学术动态与纪念文章    

（一）汉文部分 

热依汗·卡德尔《纪念艾里希尔·纳瓦依诞辰 560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民族文协研

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6 页。 

（二）维吾尔文部分 

伊明·吐尔逊《纳瓦依的 550 周年》，《布拉克》，1991 年第 4 期。 

阿布都卡德尔·艾提买托夫《怎样创造纳瓦依百科全书》，《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2 年第 2

期。 

玛丽亚姆·买提吐尔逊《外国学者对纳瓦依及其作品的研究》，《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色买提·吾甫尔《纳瓦依学研究的部分作品目录》，《图书论坛》，2001 年第 1 期。 

艾则孜《心连心——纳瓦依逝世 500 周年》，《天尔塔格》，2001 年第 1 期。 

艾则孜·阿塔吾拉·萨尔特肯《“纳依学研究的部分作品目录”补充》，《图书论坛》，2001 年第 3 期。 

阿布拉江·吾米迪亚尔《纳瓦依作品的传播与国际上的纳瓦依学》，《喀什文学》，2002 年第 5 期。 

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纪念艾力希尔·纳瓦依诞辰 560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疆

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九九九九、、、、其其其其    它它它它    

（一）汉文部分 

海热提江·乌斯曼《纳瓦依学研究状况评述》，《民族文学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49—54 页。 

（二）维吾尔文部分 

汗德米尔《艾利希尔·纳瓦依的逝世》，《新疆文化》，1989 年第 1 期。 

哈米提《艾利希尔·纳瓦依与科学》，《民族团结》，1991 年第 6 期。 

玛丽亚姆·买提吐尔逊《国内纳瓦依及其作品研究与评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 

依米尔·格亚斯《艾力希尔·纳瓦依与夏合库力维吾尔》，《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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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坛》，1998 年第 1 期。 

阿斯亚·麦麦提《关于笔名——“纳瓦依”》，《新疆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 1期。 

 

除此以外，以下几本书也包括关于纳瓦依及其作品的信息。 

瓦依提江，艾斯哈尔编《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年，第 498－672 页。 

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二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25 页。 

——，《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三卷，第 1549 页。 

——，《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五卷，第 3490-3491 页，3696 页，4725—4726 页。 

——，《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八卷，第 6186 页。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著《从文化所引起的断想》，“纳瓦依与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乌鲁木齐：新

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6 页。 

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61 页。 

王尚寿、季成家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兰州：红旗出版社，1995 年，第 435 页。 

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0-31 页、234

页、326 页、463—464 页。 

钱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地区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28-29

页，191 页，196 页，260 页，312-313 页，390 页。 

蒲开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编《新疆百科知识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74 页。 

《维吾尔文学史》第二卷，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207-458 页。 

哈米提·铁木尔著《哈米提·铁木尔论文集》，《两种语言之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410 页。 

伊敏·吐尔逊著《诗歌与诗人》，《“永恒之花——艾利希尔·纳瓦依”》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49 页。 

限于篇幅和资料，本文只是对汉文和维吾尔文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索引，但对以上研究的评介，只

能留待下篇完成。作为纳瓦依诗集研究的基础整理，希望得到同行的宝贵意见，以在日后的学习中继续

充实、提高，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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