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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56个成员之一，她和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
侗族的居住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约于东经108°至110°，北纬25°至34°之间，连成一条长形地
带，东西宽约350公里，南北长600公里，方圆近20万平方公里。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侗族251.4万多人，分布于黔、湘、桂三省（区）毗连的广
大地区和鄂西山区。
广西境内的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融安县，人口约29.5万。
侗族自称为Gaeml）、Jaeml或Genl。
侗族历史悠久，其先民源于古代“百越族群”之一支。
侗族有自己的语言。
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一、侗族款文化的学术价值及研究状况款（Kuant），在侗语中，既指侗族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以地
缘为纽带，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民主自治组织，如盟款（款组织互相盟誓结交）、起款（款组织采取
联合行动），也指款组织制定的款规款约以及以一人朗诵众人附和的方式演诵的款词（即创世款、英
雄款等），如讲款（宣讲或朗诵款词）、开款（按照约法款宣判、处理罪犯）。
在学术界的概念中，侗族款文化，即包括款组织及款词两方面的内容。
款词，通常指侗族特有的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
它的内容不仅包含款组织制定的款规款约（即约法款，是款词中最有研究价值的一部分），也包含世
代传承的创世款、风俗款、祖宗入村款、英雄款、款坪款以及以款词的体裁出现的祭词、祝语、白话
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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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族款词：汉文侗文对照（套装上下册）》是“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侗族古籍系列”项目之一
。
《侗族款词：汉文侗文对照（套装上下册）》正文收录的侗族款词来自侗族款师、巫师的口述资料。
侗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侗族款词主要靠口耳相传传承，只是在明清以后才出现用汉字记侗音的款
词手抄本。
因款词手抄本只是口传的辅助传承手段，且目前收集到的手抄本大多内容不全，顺序不清，故整理时
将口传资料列入正文。
手抄本影印附录于后。
　　正文收录侗族款词共80条，按内容分类，编为七辑，即创世款、祖宗入村款、约法款、款坪款、
风俗款、英雄款、祭词·经文。
　　正文采用五对照翻译整理。
第一行为采录者根据款师、巫师的口述用汉字记侗音记录的原行；第二行为国际音标标音；第三行为
侗文标音；第四行为汉语直译；为了方便读者对全文的阅读，原应作第五行的汉语意译则集中排在每
条款词之后，注释放在汉语意译行。
在每辑及多数款词的前面作了题解，部分款词后面附有诠释。
题解和诠释主要介绍该条款词演唱的场所、历史背景、风俗等。
　　每条款词的后面附有流传地区、口述者、采录者、翻译者姓名和住址及收集资料的时间、地点。
口述者、采录者、翻译者详细资料见附录三（《侗族款词：汉文侗文对照（套装上下册）》采访过的
款师、祭师简介）、附录四（搜集翻译整理者简介）。
　　《侗族款词：汉文侗文对照（套装上下册）》收录了所收集的用汉字记侗音的款词手抄本和规范
为乡规民约的款碑，分别编辑在附录一、附录二。
附录一以影印形式收人三本款词手抄本，每本影印件前附有该抄本的简要说明。
第一本影印件后附有该本的全文五对照翻译，翻译整理的原则和做法在抄本说明上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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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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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侗族款词的搜集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
当时，以杨通山、过伟、蒙光朝为发起人，组织发动湘、黔、桂、鄂四省（区）的侗族民间文学界学
者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乡风情
录》等多部著作。
这期间，即有部分同志开始注意搜集侗族款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开展以后，侗族款词便作为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
广泛地引起了注意。
广西三江、龙胜，湖南通道等地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编辑的《侗族民间文学集成资料集》均收录了
部分款词。
其中一部分（如《约法款》、《族源款》、《芦笙祭词》等近2000行的款词）收入了《中国歌谣集成
·广西卷》。
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贵州的学者开展对侗族款词的专题收集抢救，收到一批珍贵资料。
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全面完整地收集抢救侗族款词这份侗族珍贵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
广西的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工作开展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将《侗族款词》列为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在
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的领导和组织下，广西三江、龙胜等地的侗族专家学者，再次对侗族款词进
行了采录搜集工作，十几位侗族专家学者参加了本项目资料的采录翻译工作。
他们走遍了广西大部分侗族村寨，采访了40多位侗族款师巫师，记录下他们传承下来的侗族款词。
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将广西境内（含贵州、湖南交界地区）流传的侗族款词比较完整地搜集起来。
收集者用汉字记侗音记录口传款词，再进行汉语直译、汉语意译，完成初步翻译整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侗族款词（套装上下册）>>

编辑推荐

《侗族款词:汉文侗文对照(套装上下册)》：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侗族古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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