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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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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仪式视野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是一部通过仪式视角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学术专著
。
作者利用文艺学、美学、传播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仪式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对各种
口传文体和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剖析，也对广西11个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
、全面的梳理和论述，真实、完整地再现了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传播发展各阶段的历史并强调了其
在广西乃至中国文学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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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新平，大学教授，广西兴安人。
著有《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预测学》（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年
版）等。
学术研究涉及到编辑出版、新闻传播、美学、文艺理论等方面，论文有十几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
《新华文摘》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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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绪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一个沿边、沿海的多民族居住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联系、影响、融合，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也创造了无数思
想艺术水平较高的口传文学作品，也给民族文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口述和实物文本，为广西文学和中
国文学留下了宝贵财富，也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广西各个民族的口传文学实绩做过比较大的整理研究工作，也获得了不少研
究成果，但对各民族口传文学的研究力度和研究成果是不平衡的，特别还没有尝试从一个恰当的角度
和视野将11个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考察、观照，以厘清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
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的形成、发展、传承的总体轨迹，对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在广西乃至中国文学
中的影响及历史地位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和评价，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先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
成果，先从仪式这一特定的角度，通过各种口传文体和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
漫长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整体的梳理和论述，以全面了解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创作发展实绩及确
立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我期待这样的出发能够获得预期的研究成果，也能够给未来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
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节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世居地，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广西境内就有11个
，刚好占五分之一，这11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分别是：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
、仡佬等。
从地域分布来看，壮族主要分布在南宁、柳州、崇左、来宾、百色、河池等6市，瑶族分布在柳州、
贺州、百色、河池、来宾等市，苗族则分布在广西境内的融水、隆林、三江、资源、西林、龙胜、南
丹等县，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江、融水、龙胜3县，仫佬族、毛南族主要世居在河池市，回族则分布在
南宁市区及桂林、柳州两市的灵川、临桂、永福、鹿寨4县，京族主要居住在防城港市江平镇的万尾
、巫头、山心3个小岛上，彝族分布在隆林、那坡、西林等县，水族分布在融水、宜州、环江、南丹
等县市，仡佬族则主要居住在隆林县。
 从人口数量来看，11个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最多有1700万，占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86%，瑶族200万
，苗族60多万，仫佬族20多万，毛南族10多万，回族3万多，京族2万多，水族、彝族1万多，仡佬族不
到1万。
从以上数字看，少数民族之间人口数量差距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壮族占了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
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在广西人口较少，但在国内其他省份的人口还是较多的，像回族在西北部就有数
百万人口，彝族在云南，苗族在贵州、湖南也有数百万人口。
 从11个少数民族的族源谱系来看，有些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空间、语言、风俗、文化、历史的差异不
大，而有的少数民族则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明显的区隔。
 我们先从语系、语族、语支来看，广西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皆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如壮、侗、水、
毛南及部分的苗族及瑶族，彝族虽也属汉藏语系，但却是藏缅语族，大部分苗族及瑶族的苗瑶居民则
属苗瑶语族，而回族、京族虽一般认为是汉藏语系，而语族、语支则与其他民族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
 从各个少数民族在广西居住的历史来看，作为岭南的少数民族，壮、瑶、苗、侗、水、仫佬、回、毛
南、仡佬族在广西生活了上千年时间，其中的瑶族、苗族、仡佬族、水族有着漫长曲折的迁徙轨迹，
而彝族、京族迁入广西繁衍生息也就五六百年时间，持续的时间相对短一些。
从渊源上来看，壮族与苗、瑶、侗、水与古老的百越民族有着紧密的关系。
见杰弗里·巴洛：《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22页。
下面，我们就分别看看广西11个少数民族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壮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今天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百越族的后裔，虽然至今在其他的省份，诸如
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等地都有壮族居住，但无疑，广西是壮族的主要居住地，99%的壮族
至今都生活在八桂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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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仪式视野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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