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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在文化部和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经过有关科
研和文化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和编委会的精选、编辑、审定，现在陆续和读者见面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族，同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源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传
统说部，是满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
“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传承久远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是满语“乌勒本”（ulabun）的汉译，为
传或传记之意。
20世纪初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为“说部”或“满族书”、“英雄传”的称谓。
说部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改用汉语并夹杂一些满语讲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有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口耳相传，代
代承袭，保有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原生的形态，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是民间的口碑文学。
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原因，满族
古老的习俗和原始文化日渐淡化、失忆甚至被遗弃，及至“文革”，满族传统说部已濒临消亡。
抢救与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是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可喜成果。
吉林省的长白山是满族的重要发祥地。
满族及其先民世世代代在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建功立业，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也承载
着满族传统说部流传的历史。
吉林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精神的指引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原吉林
省社会科学院有关科研人员，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率先提出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问题，得到了时
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佟冬先生的支持，并具体组织实施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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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动感人的笔触。
讲述了道光皇帝东巡祭祖，在行宫一夜风流而生下一女，该女长大后因遭慈禧排斥。
无奈携咸丰密旨回归故里。
在大四平村开采煤矿，发展民族企业，繁荣地区经济的一系列故事。
她反腐治贪，扶贫济困。
惩治邪恶，巧断谜案。
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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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场白三皇姑的传说故事发生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大四平村一带地方，她在大四平村的三道岭
子开煤矿、炼焦炭，运往辽阳、沈阳、铁岭等地贩卖，使大四平一带地方经济繁荣，成为辽东柳条边
外最为发达的地方。
三皇姑的传说故事流传到现在，至少有一百多年了①。
不信，你们算算，我今年都七十六七岁了，我是八九岁的时候听我的爷爷爹爹讲的。
那时，我的爷爷就六十多岁了。
我爷爷见过皇姑，那时皇姑常到我们家吃小米粥、小米水饭，就小咸菜。
我爷爷见到皇姑时，那时她三十来岁，长得杨柳细腰，白白嫩嫩，中上等个儿，脸上有几个浅皮麻子
。
她住在西河掌村（1960年前属大四平村西掌屯）和小四平村（1960年前属大四平村小四平屯）交界的
三道岭子上。
至今算来，足足有一百多年。
 这位三皇姑在大四平开煤矿、炼碴子②、开铁场，究竟干了多少年不知道。
她回盛京，是因为被抢了。
三皇姑走后，有关她的传说故事一直流传到今个。
 清朝时候，大四平村叫四平街。
清廷逊政后，大四平及周围百里地方的人根据村南门东侧的一株古榆树，榆树干有个大窟窿，里边能
坐四个人看小牌，站两个人卖呆④，人们就叫大四平村为窟窿榆树村。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朝廷批准盛京将军的奏章，在大四平村设立了四平街九品巡检使司公署
衙门，置有九品巡检，俗称小县署，直接归盛京将军管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实行新政时裁撤巡检衙门，改设桓仁县第六区公所，下辖16保48村。
解放战争时，辽东第三地委将大四平村（含小四平屯、西沙掌屯、东瓜岭村等）划归新宾县管辖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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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满族传统说部《平民三皇姑》故事流传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镇大四平村一带地方。
至今，该地70岁以上的人仍有记忆。
但是，能从头至尾讲述完整故事的，已无一人。
而整理者张德玉等人生于斯、长于斯，其祖父和曾祖父又是本传统说部故事中的人物，张氏氏族是本
故事的参与人和经历者。
张德玉的父亲、本传统说部故事的直接传承人张立忠老人，是本故事的第一代传承人。
因此，整理人张德玉既是第二代传承人，同时，多年来，又做了广泛地大量地采访、调查和查阅相关
文献，在此基础上，才有幸将本故事整理传承下来。
1984年，整理者张德玉调任新宾满族自治县县志办编辑、主任，后又任抚顺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张立忠老人随子张德玉迁居，自此而后，才于1986年前，将本传统说部故事较为完整地
讲述和记录下来。
1988年4月29日，张立忠老人病故，在老人的晚年，将本故事抢救出来，真是幸事。
《平民三皇姑》就是根据张立忠老人讲述的记录，于2005年整理出来的，主要由张德玉整理，其女张
九九（张一）与学生赵岩协助最后完成的。
今天，《平民三皇姑》一书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皇姑的故事传播于世，令这一传统说部得以流传
，使满族的历史文化得以弘扬，九泉之下的张立忠老人灵泉有知，也一定能安然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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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民三皇姑》为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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