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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各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两河流域的洪水神话和《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
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代伊朗的《列王
纪》，古代日本的《古事纪》和《竹取物语》，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
而在今天的东方各国，口头传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活形态民间文学依旧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据2007年6月8日《光明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菲
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印度的“拉姆里拉
——《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孟加拉的“吟游歌师歌
曲”，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韩国的“板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雅库
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均榜上有名，无可非议地见证了东方各国优
秀的口头传统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崇高地位。
毫无疑问，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既古老而又鲜活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财富展示出来，对于全球化的
今天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东方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学术界不仅要研究好东方民间文学，而且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其引荐给全社会，因此我们主编了这
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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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古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马头琴和长雕民歌向世人展示了蒙古民族热情豪放的性格和博大的胸怀。
蒙古民间文学题材丰富，体裁多样，英雄史诗演述草原勇士的荣誉，赞词和民歌传颂美好的生活和真
挚的爱情，在蒙古人的世界里无处不有民间文学的古老传统。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蒙古民问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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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岗龙，蒙古族，1970年生，民俗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
语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蟒古思故事论》、《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
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
主编）、《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合著）、《东方
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主编）、《琶杰研究》（合著）、《毛依罕研究》（合著）等。
在国内外用中文、蒙古文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译文80多篇。
独立承担和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蒙古族目连救母故事与汉族母连戏
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与张玉安教授共同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项目《蒙古
人西征与东西方文学交流和文化对话》，并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及
其影响》的组织和研究任务。
2002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4~~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
师奖研究类一等奖。
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在北京和乌兰巴托出版过诗集《蒙古人》、《泪月亮》。
现担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东方文化集成·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编委、《民族艺术》杂
志编委、《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编委、蒙古国立大学学报《蒙古学研究》编委。
　　乌日古木勒，女，蒙古族，内蒙古库伦旗人，文学博士。
198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94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硕士，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获文学博十。
2000——2001年，在日本岐阜圣德学院大学留学。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主要学术专著有《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节日与神灵——岐阜人的四季民俗节日田野调查
记》，发表过《蒙古史诗研究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
入巫仪式》、《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蒙古族萨满传说研
究》、《蒙古佛教传说》和《满族神话研究》等学术论文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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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考古材料看，蒙古人的祖先很早就已经使用巫术来辅助生产和确保人畜安全了。
蒙古人的祖先生息和活动的蒙古高原的岩画就是蒙古人使用巫术的历史见证。
在蒙古高原己发现的多处岩画中，以动物作题材的画面占有很大比重，表现出人们对动物题材的特别
重视。
这除了因为动物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资料（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外，往往还与对动物的崇拜思
想以及与之有关的巫术联系在一起。
岩画表现的动物往往与执弓搭箭的人画在一起，而且动物的身上常带着箭头或猎人弓上的箭头对准动
物，这显然具有浓烈的巫术意味。
同样，在很多岩画中留下了很多凿刻的蹄印，表现了蒙古人的先祖借助巫术力量确保牲畜安全和增殖
家畜的心愿。
　　古代蒙古人的巫术思想，凿刻于旷野岩石上，就是岩画，而以特殊的民俗为载体，用仪式活动和
语言表现手法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就是咒语。
因此，在蒙古民问咒语起源问题的探索中，岩画是咒语在远古时代产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见证。
而现代民俗中的咒语，则是岩画中体现的古代蒙古人先祖狩猎和游牧巫术思想，在历史长河和当代沿
袭下来的活化石。
例如，蒙古人的狩猎民俗中有许多严格的讲究和各种禁忌，为了多射猎一些猎物，每次出猎前或行猎
中都要进行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式，说一些吉利的狩猎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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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蒙古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展现给读者。
而这种展现，不是像介绍作家文学作品那样，分析其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而是在蒙古民族的传统文
化和民俗生活的语境中描述和展示其民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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