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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暑假，李德君教授采录、编著的《彝族撒尼人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1964）和《彝族阿
细人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1964）脱稿送审，我有幸先读到了这两本书，激动不已，急切地带
上书稿回到撒尼人故乡石林县和阿细人故乡弥勒县。
当地群众和干部见到书稿爱不释手，认为这两部书稿采集过程严谨科学，记录准确真实，是真正的我
们彝族民间的作品，为彝族人民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学财富。
我是撒尼人，我的童年是在撒尼民间文学浓郁的温馨抚慰中度过的。
那时没有电灯、电话，连收音机也没有，更没有电视可看。
每天晚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聚在月光下，或是听老人讲神奇诱人的民间故事，或是欣赏优美的
民歌。
李德君教授书中收录的许多诗歌和故事，我都不止一次听过。
我们从中汲取知识，陶冶性情，进而铸造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长大。
后来，我进城读书，与童年的生活情景渐行渐远，当年熟悉的许多神奇、朴实、优美的诗歌和故事，
慢慢淡出了记忆。
10年前，为彝族古代宇宙观研究课题收集资料，我曾重返故乡，打算系统收集、整理彝族神话故事。
经过一段时间寻访，我才发现，传统文化淡出记忆的现象不仅在我身上存在，在民众中也普遍存在。
那时能讲神话故事的人已是风毛麟角，有的即使还能讲，也讲不完整。
随着电视进入我们彝乡千家万户，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彝族地区同全国各民族一样，已经步入文化多
元化时代，传统民间文学的地盘相对缩小了。
这应当是一种正常的趋势，但我却有些惆怅，担心彝族群众千百年来创造的一些优秀作品会就此失传
。
读到李德君教授的这两本书稿，我心里顿时涌出一股热流，好像又回到了久违的童年，也为如此原生
态地保存了这么多我们彝族民间的作品深感欣慰，书中不少作品正是我十年前急切想要得到而没能收
集到的。
撒尼、阿细民间文学虽然丰富，但受历史条件限制，过去本民族无力记录保存，除撒尼人少量诗歌有
彝文抄本外，撒尼人的大部分作品和阿细人的全部作品都靠口传。
而其他民族的专家，由于语言不通，或者难于深入，或者记录容易失真。
因此，较为准确地记录这两个支系民间文学的资料非常之少。
这两本书对于我们彝族，特别是对撒尼人和阿细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这两本书所收作品、诗歌先用国际音标记音，然后逐词对译，再逐句意译，部分从彝文抄本记录的诗
歌，加注彝文；在当年装备差，全靠耳听手记的情形下，故事记录严格遵循故事讲述规律行事，最大
限度保持了故事的原生形态。
拿国际音标记音来说，我从事民族古籍研究工作，对用国际音标记彝语比较熟悉，从我粗读的情形看
，李教授记音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
李教授长期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研究，粗通彝语，熟悉国际音标，只身深入圭山、西山近一年之久，凭
借语言学和民间文学的深厚功力，采用科学版本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
作品的真实记录，比起单纯的民间文学汉译整理本来，这两本书多了几分综合研究价值，对民间文学
作品的保存也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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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彝族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阔的民族，在川滇黔和桂西北的广袤大地上，无不活跃着勤
劳朴实、矫健强悍的彝族同胞的身影，尤其在云南，到处都有彝族分布。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民族繁衍、迁徙流转过程中，彝族形成了许多支系。
各个支系既秉承彝族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受到各自生存环境和人文氛围的濡染影响，创造了具有
本支系鲜明特色的独特文化，从而极大丰富了彝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积淀。
　　有关彝族的研究，前辈专家和当代学人已经做得很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不过，通观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不少支系还没有来得及做全面深入考察。
而要真正认识彝族，开掘她的宝藏，促进她的发展，又非得下力气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
面，对各个支系逐一深入研究不可。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许多植根于民间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几乎天
天在湮没、在消失，这是令人着急的。
　　撒尼人和阿细人，是彝族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的两个支系。
撒尼人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阿诗玛》，阿细人欢快热烈、激越奔放的民间舞蹈《阿细跳月》，早已
声名远扬、享誉世界。
但是，对于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丰富蕴藏的深入发掘与介绍，却显得欠缺。
现在，笔者把本人40多年前采集的一批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印制出来，贡献给大家，希望能
为学者研究这两个支系，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也可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欣赏。
　　撒尼人主要居住在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大圭山一带，阿细人居住在弥勒县西山地区，大大小小的撒
尼、阿细村寨就散落在这两座大山深处。
1963至1964年间，为了筹备少数民族文学课程，我有幸走进圭山和西山，与撒尼和阿细父老兄弟共同
生活了七八个月，与撒尼、阿细民间文学作品亲密接触，亲身感受了她的丰富、质朴与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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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君，193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
195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彝族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彝族语言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工作，1980后研究方向重点转向影
视人类学理论研究和人类、学片拍摄。
出版和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合作）《彝族民间故事选》（合作）
《彝族民间诗歌的形式与韵律》《试论彝族民词张诗（妈妈的女儿）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关于《阿诗
玛》《形成历史年代的思考》《少数民族文学概观》《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建设
问题》《影视人类学概论》（合作）《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和前景展望》《中国影视人类学的
历史评价》《新时期中国影视人类学走向述评》《试论人类学片的拍摄视角》、《人类学片电影化问
题》《人类学片真实性原则辨析》等。
担任编导拍摄的入类、学片主要有《化不开的深情苗乡——四月八纪盛》《古羌子孙》，《中国塔吉
克族》 《雪顿节》等20余部（集）。
担任编委参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辞典》《藏族大辞典》等少数民族文化辞书编写。
其中《彝族民间故事选》获1979年-1982年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荣誉奖，《化不开的深情》获第二届
全国《兄弟民族》专栏优秀电视节目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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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写在前面——采录者的话诗歌叙事歌 阿诗玛（海宜村金国库彝文藏本）阿诗玛（弋冲里村毕福昌
彝文藏本）阿诗玛（豆黑村李正新彝文藏本）妈妈的女儿（戈冲里村毕福昌彝文藏本）牧羊人的歌放
羊调古歌 很早以前事吉利歌找亲戚木孜毕摩（海宜村黄志发彝文藏本）祭祀歌娶亲献神歌赤排供伙落
念曲兮（片断2则）相遇歌（海宜村黄志发彝文藏本）稻熟好像金耳坠生活歌吃祝米酒歌月琴歌四季
歌分年分月歌算年数月歌一个季节到帮帮我的忙太阳永远在女儿若是男像爹那样苦轮到我苦了口弦宽
姑娘心做活得饭吃爱爹妈爱不够人不能反复活早晚有一天虎豹吃百兽熬了你的眼婚嫁歌 女儿不愿意不
进别家门爹妈来压头初进婆家门哥哥送妹歌花像金太阳哥哥送妹调半空大石岩不要一个追一个两家都
兴旺眼泪泡饭吃妹妹伤心不白鱼领野鸭有没有姑娘我出头的日子一个撤落一处舍不得离开女儿想嫁妆
嫁姑娘丧葬歌师卡特呐嫫拖瓦若支泼拖瓦若支嫫泪流如同黄锁梅尖情歌彝地在垭口儿老不能再年轻不
会答小哥若唱幸福歌山沟黄锁梅哥怕妹离去树叶迎风头月琴曲甜蜜的地方插秧秧不活你像一枝鲜莲藕
来做一家人小妹无落处十五的月亮月缺还会圆(2首)太阳也要喊姑娘没人教我情歌小妹还伤心不小妹不
要怕采蜜眼泪挡不住老了也值得不要害羞山腰两棵漆树难得相遇一夜(2首)黏草粘裤脚四方都找遍路边
草成丛如果不是兄妹山顶的大树田埂马桑树竹山挖红椒别说挖苦话女儿若是男自己学会的想说说情话
不必那么怕枯草牛不吃小哥找小妹小哥远路来来点一锅烟小妹把头伸出来伤心忍不住打春春草发(2首)
样样都想到虎月春雷响夫妻头挨头走路的伴也没有冬天山头白乱麻缠鸡脚我的憨姑爷女儿没亲娘口弦
吹三声下到甜蜜地方难得相聚一天来坐木板凳该去哪里串箐里露水湿漉漉太阳落进晚霞里天上黄蜂过
春鸟布谷鸟水塘里的莲花云彩飘过去打春春风吹各自散去了快来弹月琴田埂疙瘩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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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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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彝族撒尼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是由李德君所编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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