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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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围场传奇》围绕着清康熙二十年设立的木兰围场，演绎了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出
于练兵武、加强战备、内制叛乱、叛乱、外御沙俄入侵，巩固和保卫北部边疆之需而进行的“木兰秋
狝”活动。
其中穿插了朝代更迭，帝王易位，也有平民百姓的戏说，堪称半部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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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清圣祖　塞北踏查游牧地　赐御宴　始设围场话缘由　　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皇太极于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驾崩后，二十六日，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以六岁即帝位，由二叔父济尔哈郎和多
尔衮共同摄政，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四月，东北大地覆盖的冰雪还未消融，关内早已春暖花开了。
顺治前往昭陵祭拜了父皇太宗皇太极，又去福陵祭拜了太祖努尔哈赤。
九月下了谕旨，命千军万马由盛京出发，经过山海关抵达北京，并决定将北京作为国都。
十月初一日，顺治在武英殿继皇帝位，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此时的军政大权由多尔衮独揽。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突然死去，八年正月，福临于太和殿宣布亲政，时年14岁。
九年，摆脱了济尔哈朗的控制，统揽大权于手，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措施。
十年，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大力推行开荒屯田。
十一年，实行“大计天下”，为后来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十八年正月，顺治患天花病人膏肓，无人不为此焦虑。
临终前，遗诏立三皇子玄烨为皇太子，并嘱咐道：“皇儿，朕已定都京师，此地的气候和环境比盛京
强多了。
有一事望切记，为了接过先祖们的骑射本领，以不忘武备，可在京师南郊习武狩猎⋯⋯”话未说完便
断气了，卒于养心殿，年仅二十四岁。
　　顺治正月初七晏驾后，十九日，刚刚八岁的玄烨于太和殿即皇帝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
、鳌拜四人辅政，定次年改年号为康熙。
别看康熙年纪小，却出奇的聪明，懂得不少宫廷之事，知道父皇遗嘱分量的轻重。
盘马弯弓、习武射猎，乃辽、金以及大清国民生存之必需，满洲人又是女真的后裔，继承习俗理所当
然。
　　康熙尽管机灵好学，智慧超人，可毕竟只有八岁。
多亏御前大臣们的辅政，更有太皇太后的事事、处处关怀备至，渐渐地能够独立处理政务了。
每每散朝之后，他就望着天空愣神儿，脑海中闪现的是父皇的影子．有时还能在睡梦中与之相见，待
醒来时，已是泪湿枕巾。
心里常想：“如果父皇不是患了天花，也不会英年早逝，很多事还没来得及做呢！
”　　康熙六年七月初七，玄烨开始亲政，取消辅政大臣的辅政权。
此后的十四年中，为加强君权，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命少年侍卫生擒势力强大的鳌拜
，下狱监禁，惩处其集团成员；强令禁止各级官吏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下令开垦荒地，垦后十年起
科；始设南书房和博学鸿儒科，修《明史》，以笼络汉人士子；平三藩之乱，进取澎湖、台湾。
　　单说康熙二十年春天，康熙奉太皇太后的嘱托，率领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侍内大臣贵扬古、大学
士刘统勋以及护卫、兵丁出了东华门，前往位于河北遵化西北60华里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祭拜完父
皇顺治的孝陵那日，正是四月初七。
　　第二天，康熙与众臣和贴身侍卫向北出了长城喜峰口，来到塞外地方，驻跸北台。
翌日，沿着瀑河继续北行，可天公不作美，下起淅淅沥沥的雨来，使人感到冷飕飕的。
　　大臣刘统勋勒住马缰，禀道：“皇上，天降春雨，雨中加雪，是不是找个地方暂歇一下？
”　　康熙在马上仰头看了看天色，说道：“此等雨雪，怎能阻止朕的脚步？
走吧，赶路要紧！
”　　君臣打马疾驰，经宽城北到达希喀布尔齐时，小雨骤然变成了鹅毛大雪，很是难行。
这时，侍内大臣费扬古也禀道：“皇上，还是先避一避吧，等风雪停了再赶路不迟。
”　　刘统勋接着奏道：“皇上，漫天风雪拦路，人马举步维艰。
请看，前面正好是个村庄，何不去那儿躲躲，略歇息一下？
”康熙听罢，方点了点头。
　　当大队人马走近小山村时，见道两边稀稀拉拉地搭建一些土坯房，约十七八户人家。
一家院门外挂着个木牌儿，上写“猪毛店”，显然是以杀猪为生的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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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暗自思忖：“朕此次拜谒孝陵之后，旨在赴塞北踏勘山河，选择适当之地建立木兰围场。
然风雪阻拦朕，车马难以催进，如何是好呢？
”想到这儿，抬手摸摸下巴，故意问道：“众爱卿，此处是啥地方呀？
”　　刘统勋刚要回禀乃“猪毛店”，自己先吓了一跳！
哎呀，怎么能在皇上摸下巴之时，说出“猪毛店”仨字儿呢？
随即灵机一动，顺口答道：“禀皇上，此处叫‘龙须门’。
”　　刘统勋这一说，倒把愁眉紧锁的康熙逗乐了：“好你个刘爱卿，那木牌儿上明明写着‘猪毛店
’，为何偏说成‘龙须门’呢？
”　　大臣阿喇尼与费扬古对视一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都明白：“圣上最怕猪吃糠（康）
了，刘大臣一旦迸出‘猪毛店’仨字儿来，那可是皇上最忌讳的，多不吉利呀！
”　　康熙又道：“刘统勋哪，刘统勋，不可小觑呀，脑瓜儿灵着呢！
”刘统勋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儿，脸涨得通红，君臣四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说话间，风雪停了，康熙命道：“好了，朕借刘爱卿的吉言，继续前行吧！
”　　这工夫，刘统勋伸出右手往北一指道：“皇上请看，前边来了几拨儿人马，都是谁呢？
”　　康熙侧过头冲侍卫命道：“快去看看，那些人马是干什么的？
”　　侍卫“嘛”地应了一声，催马向前驰去，不一会儿便返了回来，奏道：“禀皇上，他们是漠南
蒙古各旗县的王公贵族，特意前来迎驾的。
”　　康熙这才恍然大悟：“噢，是了。
朕此次离京师，谒罢孝陵，转道儿出喜峰口，沿瀑河畔北行，拟踏查地形地势，始建木兰围场狩猎之
地。
有关的各旗县官员得知此信儿后，自然不敢怠慢而忙于迎驾了。
”　　那么，前来的是谁呢？
他们是蒙古喀喇沁旗杜凌郡王扎锡、镇国公巴特喇，翁牛特旗镇国公奇塔特、四品台吉格龙；敖汉旗
多罗郡王扎木苏以及土默特旗贝子衮齐恩扎布等。
　　众旗县官员离老远便翻身下马，疾步走到康熙面前，扑通通、齐刷刷跪在地上，异口同声地叩拜
道：“皇上出塞驾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　　康熙抬了抬手道：“平身吧！
尔等诸部距此几百里之遥，冒着风雪前来迎驾，实乃忠心可鉴，怎么能说‘有失远迎’呢？
有此敬孝之心，朕早已感到欣慰了。
”　　众官员听罢，齐呼：“万岁圣明！
”　　呼声刚落，只见刘统勋附在皇上耳边不知嘀咕些什么，令各王公元不猜测。
　　翁牛特旗镇国公奇塔特悄悄儿问喀喇沁旗杜凌郡王扎锡：“王爷，您看皇上今年多大岁数了？
”　　扎锡回道：“万岁28岁了。
”　　奇塔特赞叹道：“哎呀，圣上眉清目秀却威风凛凛，一身皇威，此乃福相啊！
”　　二人正小声儿议论呢，忽听康熙说道：“尔等山高路远前来迎驾，很是辛苦，朕与大家就在瀑
河边的小山村歇息了。
待明日清晨早膳过后，再整队启程不迟。
”　　众人跪叩道；“谢皇上！
”　　刘统勋面向大伙儿说：“皇上圣明，爱臣如子，诸位在此安歇吧！
”　　村中百姓得知当今天子驾到，无不眉开眼笑，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迎出门来。
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在康熙帝面前呼啦啦跪了一地，齐声儿叩道：“万岁，万岁，万万岁！
”整个山村沸腾了，欢呼声响彻云霄，一片喜气洋洋。
　　跟随皇上出行的兵丁七手八脚地忙着搭建御帷、帐篷之时，村子的　　穆昆达跪在康熙面前，诚
恳地请求道：“万岁爷，百姓家家户户有热炕，何必睡在外头呢？
请圣上和诸位大人住进各家各户吧！
”　　康熙摆摆手道：“不打扰了。
如此说来，尔等皆是猪毛店的村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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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昆达禀道：“回皇上，这些百姓全是一个村的。
”　　康熙又问：“此村名很不吉利，为什么叫‘猪毛店’呢？
”　　穆昆达说：“回皇上的话，只因本村有户人家以杀猪为生，赚取猪毛，可制成刷子等物，所以
村名就叫‘猪毛店’了。
”　　康熙听罢，抬眼瞧了瞧四周，见村北流淌着静静的瀑河，恰似一条巨龙，而猪毛店又像那巨龙
的头。
龙头左边有条小路，右边也有条小路，弯弯曲曲的，犹如两根龙须，便笑问道：“老人家，朕赐个村
名如何呀？
”　　穆昆达激动得连连叩道：“百姓托万岁爷的齐天洪福啊，真是求之不得呀，请御赐村名吧！
”　　康熙说：“那好，打今儿个起，这个村子就叫‘龙须门’了！
”　　话音刚落，村民振臂高呼：“皇上圣明，谢万岁爷！
”　　康熙关切地问道：“老人家，龙须门的百姓生活如何呀？
”　　穆昆达心里一惊，忙道：“回皇上，奴才不敢说。
”　　“但讲无妨，朕恕你无罪。
”　　“此地流传一首民谣，奴才不敢唱啊！
”　　康熙越发奇怪；“咦？
为何不敢唱？
但唱无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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