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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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九天女与函普经过一段神奇的经历结为夫妻，被完颜族人尊为始祖起，历述了德帝乌鲁、世祖
劾里钵以及太祖阿骨打各个时期的传说，向读者展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女真族的无韵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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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石鲁心里惊悸，啊的一声，嘴没说心里想，我见这地方像千疮百孔一般，果然叫此地名，说啥不能在
此歇宿，忙命令兵丁说：“不在此歇宿，速往前赶，另找地方歇宿。
”兵丁心里也埋怨，天都这般时候了，人困马乏，不在此歇宿，还往哪赶啊？
埋怨是埋怨，得听从命令，兵丁都知道石鲁的脾气，沾火就着啊。
还是狠加一鞭，马蹄得得，穿过此噶珊，又往前赶路。
那时候，人烟稀少，噶珊和噶珊之间，相距很远。
大概二更时分，石鲁率领人马来到姑里甸旁边的一个小噶珊住下。
兵丁弄些吃的，将马也喂上了。
忽见石鲁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兵丁见之惊恐万分说：“部落长，你病啦？
”就在这时候，忽听外面吵喊：“可不好了，来强盗啦，来强盗啦！
”石鲁想要领兵丁打强盗，但他感到已支持不住，急忙说：“快，快将我扶上马，速往家里赶路！
”兵丁将他扶上马，石鲁咬着牙，在马上说：“我们不征伐乌林答部了，赶快回家！
”半夜他带病领兵往回赶路。
石鲁趴在马上，不住地鞭打马匹，恨不能一下子飞回家去。
哪知天刚亮，来到逼刺纪村时，他从马上掉下来，已经死了。
兵丁都放大悲声痛哭。
石鲁六弟撒里辈跟随，将石鲁尸体抬进村中，弄几根大木头做成棺材，将石鲁入殓，用几匹马驮着棺
材往回进发。
石鲁死讯迅速传到乌林答部，乌林答部部落长石显一听，欢跳着说：“阿布凯恩都里助我成功也！
”他跪地下就磕头，祈祷说：“阿布凯恩都里保佑，让我夺到石鲁尸体，这联盟部长的官儿就是我的
啦，都得听我的，归我管了。
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
”石显磕罢头，忙命兵丁集合出发，拦截石鲁尸体，退后者杀！
一声令下，领着二十多人，快马加鞭拦截石鲁尸体去了。
撒里辈领着兵马载着石鲁的尸体正往回赶路，忽然从山谷中跃出一股人马，喊声震天，七吵八喊：“
留下石鲁尸体不杀！
”眨眼工夫，来个措手不及，石鲁的棺材被石显的兵丁抢去。
石显哈哈大笑说：“你们以为石鲁有能力应当推选他当盟长，现在他被我得到了，盟长是我的啦！
”撒里辈见兄长尸体被抢走，哭叫着对兵丁说：“兄长尸体被抢走，咱们回去咋交待呀！
豁出死，也得夺回来！
”他带领兵丁冲上去。
兵丁个个奋勇争先，乌林答部的兵丁哪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完颜部兵的个儿，石显的兵被完颜部的兵打
得落花流水，不一会儿被打落马好几个，其他兵丁见势不好，往回就跑。
石显拦阻不住，他也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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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满族长篇说部《女真谱评》即将出版，实现了我们二十余年来的夙愿。
因为这部宏篇巨作是从女真完颜部的起源神话至金朝建立的无韵史诗，展示了八百年前女真人以及相
邻的汉族、契丹、塔塔尔等民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与生活场景，不仅填补了满族文学史的重要空白
，而且将进入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学殿堂。
本书的出版凝聚着金源地区（金朝第一个国都上京即在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市境内，阿什河、拉林河
以及相邻的松花江流域被称为金源地区）数代满族说部传承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与艺术成就。
至清光绪年间的落第秀才傅延华——一位蒲松龄式的满族民间文化人，将该区域流传的女真故事整理
成文，并在一些重要的传说故事后面写上自己的评价，故起名为《女真谱评》。
这部传说手抄本共分十册，以女真完颜部的氏族英雄、部落首领，以及相继的金朝和后来的清朝君臣
为主干的一段段故事组成的，带有某种史诗的意味。
《女真谱评》手抄本最后传承到马亚川先生那里。
1982年，笔者通过黑龙江省双城县（现改为双城市）锡伯族农民诗人高风阁、文化馆的高庆年先生的
推荐，与马亚川先生相识，并与富育光、程迅先生多次拜访他，共同商讨撰写《女真谱评》之事。
当时马先生54岁，居双城县城，原隶满洲镶黄旗，满姓马富费氏。
马亚川自幼被外祖父赵焕收养，赵焕是傅延华的表兄，本人也是满族民间故事家，他不仅给马亚川传
讲了许多女真故事，而且将《女真谱评》手抄本传承给他。
马亚川周围有一批满族说部的讲述人，如马亚川的外祖母赵沈氏，大舅父赵振江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马亚川成为一个故事迷。
《女真谱评》成了马亚川的启蒙教科书，他从这里学语文，又从这曲折动人的英雄故事中学到了本民
族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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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真谱评(套装上下册)》为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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