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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精选之三百余幅满族民俗实物图片，其中不少图像尚属首次面世。
在本书的构思和编撰过程中，我们力求践行集学术性、趣味性、鉴赏性、收藏性于一炉的原则，一改
某些民俗书籍喜用陈述笔法、以章节形式沉闷阐释的惯例，通篇采取了读者喜闻乐见的图说故事形式
，以图叙史，以图谈俗，图文并茂，新颖活泼，使读者在快慰展卷之中，既获得深邃迷人的民俗知识
，又能通过那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图片接受艺术的陶冶，并加强对古昔北疆生活的理解。
 　　满族，有着三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祖先可追溯到肃慎人，亦称“息慎”、“稷慎”，是
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古老民族。
 这本《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收入了三百多幅精美绝伦、散发着浓郁满族文化气息的图像，一部分
为伊通满族博物馆的馆藏，一部分则为伪满皇宫博物院夏晓东先生的藏品，是从两千多幅图片和大量
实物中采撷的。
通过这古老精妙的民俗图像再配以十万余行云流水的生动释文，以图说满足历史积淀，总揽满族千年
文明。
全书可算是近些年来北方民族民俗考察的丰硕成果，也是满族民俗实物摄影选粹的最新展示，坚信必
会赢得您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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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富育光，满族。
1933年5月生，黑龙江省爱辉县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文学研究所，投身于民间口碑文学挖掘、搜集与研究工作
。
1984年9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搜集整理的满族传说故事选《七彩神火》。
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最早一本满族传说故事选，受到国内外好评。
1986年2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的《康熙的传说》。
1989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的满族传说《风流罕王秘传》。

    富育光曾任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副理事长。
现为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萨满文学研究中心顾问、长春师范学
院萨满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社会科学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
曾承担和主持国家“八五”、“九五”萨满教研究课题，参与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
史诗研究》。
独立或合作出版萨满文化研究专著及论文集六部、民族文化研究编著二十余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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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家居东北和家庭中的满族渊源，使我早就有一个为这个古老民族做点什么的愿望。
2004年初夏，吉林新闻出版局组织参观伊通满族博物馆。
馆藏十分丰富，涉及古肃慎、勿吉、棘鞨、女真等满族先祖遗存的大量实物、史料以及图像，引起了
我强烈的兴趣，其中有些藏品还是孤品，独一无一。
这使我蒙生了以伊通满族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搞一部图像版的《中国满族风俗》的想法。
因为长久以来，我就关注着满族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与出版状况，也熟悉这个领域的一些著名的专家
学者，设计过少数民族方面的选题。
但还没有发现过一种集图像、文字于一体，以图说“俗”，集学术性、可读性、观赏性、收藏性于一
体，生动活泼且耐读的满族风俗书。
我当即找到陪同参观的张文彬馆长说明了当时的一些想法，并很快熟识起来，接着又同民族宗教局局
长郭中海先生晤面，叙述设想并取得共识，完善设计，沟通思路。
在中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决计合力办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由谁担纲主编，无疑决定着本书的质量——学术水平、知识水平和生动活泼的风格。
我们都立刻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这一领域有开创性贡献的专家、时任伊通满族博物馆顾问的富育光先
生。
先生是满族人，长期致力于满族民族民俗文化和萨满学的调查研究，著有《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
《满族风俗志》（与王宏刚合作）、《萨满论》等多部专著，是满族研究志专家中功力扎实、有影响
、成就斐然的大家。
我在阅读他的《满族风俗志》，听他以满族文化解读《红楼梦》的时候，都有这种“功力扎实，思路
清新”印象。
当我们向先生提及以《满族风俗志》为底本，佐以新的研究成果和馆藏图像等出版一部新书的时候，
先生欣然应允并称赞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三年多来，先生在编写《满族说部》的同时，树框立架，撰写前言，修订纲目，确定图像，鉴别真伪
，往来于寓所、研究所、博物馆之间，甚至一些细微的事情也要亲自认真地做。
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先生和各位编撰人员长期潜心研究的集体成就，每一页都渗透着大家辛勤的
劳动。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它的图像。
收入本书的三百多幅精美绝伦、散发着浓郁满族文化气息的图像，一部分为伊通满族博物馆的馆藏，
一部分则为伪满皇宫博物院夏晓东先生的藏品，是从两千多幅图片和大量实物中采撷的。
从选图、摄影、翻拍、制作和确定藏品的拍照到去兄弟单位寻找帮助，每张图片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
的故事，每张图片都渗透着晓东和编撰人员的心血。
这三百多张影像图片，记录了晓东先生的见识、毅力和智想。
同样，作为本书的副主编，赵硕曼先生在书稿撰写的润色上付出了辛勤、创造性的劳动，也显示了他
在传统文化和满族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本书由富育光、郭俊峰定稿。
感谢中共伊通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杨枫，县长徐远征，县委常委、副县长计殿钧诸位领导同志，他们
在繁忙的工作中关心关注着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并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感谢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作家陈景何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刘奉文先生对本书
提供的宝贵支持。
感谢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多方帮助。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尹奎友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四年磨一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揭开深厚的、尘封有年的满族风俗的神秘面纱，图示精妙的满族文明，为博大
精深的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宝库镶嵌一颗新的、闪亮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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