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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族说部借用汉族对长篇叙事文学的界定，是散韵结合的综合性口头艺术。
高荷红编著的《满族说部传承研究》是对满族说部全景式的研究，涵括了从满族说部相关概念的界定
到对满族说部搜集史的研究，从满族说部传承人、传承方式的研究到满族说部文本情况的介绍。
结合多次田野研究和满族说部传承之特殊性，《满族说部传承研究》提出了“书写型”传承人的概念
，阐述了满族说部传承圈及文化圈之间的关联。
我们发现，伴随着满族在历史、社会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变迁，满族说部传承衍生出独特的演化模式：
由口传到书写的利用，从氏族秘传到共同地域的广泛传递，由满语演唱到满汉混合语的演述，从而实
现多族群的共享。
本书通过大量的田野访谈和田野研究，31位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生平及传承曲库得以较圆满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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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荷红，1974年出生，文学学士、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满族说部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满族说部的文本化过程》、《关于当代满族说部传承人的调查》、《赫哲族史诗
传统与伊玛堪》、《满族说部文本及其传承情况研究》、《满族说部传承圈研究》、《满族“窝车库
乌勒本”辨析》、《满族传统说唱艺术“说部”的重现——以对富育光等“知识型”传承人的调查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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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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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阐释第一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一  历史名称    二  满族说部：传承人、地方文化人和研
究者的取态  第二节  搜集概况    一  搜集始于20世纪初    二  繁盛于20世纪80年代    三  繁盛过后的十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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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小结第二章  传承人情况调查  第一节  满族说部传承圈——以传承人为核心    一  满族文化的桥梁
——以富希陆为核心的传承圈    二  说书艺人世家——以关墨卿为核心的传承圈    三  以傅英仁为核心
的传承圈    四  “千则故事家”马亚川的传承圈  第二节  当下的传承人：调查与被调查的    一  局内人调
查说部——以富育光为例    二  局外人对传承人的调查    三  后代对传承人的不同解读  小结第三章  “书
写型”传承人研究  第一节  传承人的特殊性——“书写型”传承人    一  传统传承方式向现代传承方式
的转变    二  满族传承人类型    三  满族说部传承过程中的多力合作  第二节  传承人的作用：民族情感和
民族记忆    一  满族说部体现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记忆    二  为满族说部作出贡献的传承人    三  挖掘、搜
集、研究、出版的组织者  小结第四章  满族说部诸文本  第一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介绍    一  第一批出版
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介绍    二  其他文本情况简介    三  文本的流传情况  第二节  文本分类
类型  小结第五章  满族说部的文本化过程  第一节  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中的满族说部    一  富育光的
说部：从家族内传到家族外    二  记录过程中传承人的影响    三  传承人整理的文本    四  传承人写成之
文本  第二节  整理者对满族说部文本化的影响    一  整理者根据录音整理的文本    二  《尼山萨满传》的
文本形成过程——地方文化人和研究者之比较    三  宋和平搜集整理《东海窝集传》的例子——学者整
理的个案  小结结语附录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说部传承人掌握的说部情况一览表  附录三  满族说
部传承人小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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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代的历史人物、事件的传说、故事，比起前朝就更多了。
其中，最多的是关于始祖努尔哈赤即“老罕王的传说”和康熙、雍正、乾隆、宣统等帝王传闻。
　　前辈学者调查发现，只有“恰喀拉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又处于偏僻之处，对努尔哈赤的传说了
解较少。
罕王传说是一个故事群，除了在清官之内曾秘传后又流传到民间的《两世罕王传》这样的长篇口头说
部之外，一般来说都是短篇连缀故事。
像“长白山三天女佛库伦吞神鹊红果，生罕王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罕王因脚生红痣而被李总
兵追杀，又被三夫人、大青马、二青马、大黄狗、乌鸦、喜鹊相救而后得江山”的传说，在满族中广
为流传，成为罕王传说中比较固定的部分。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中流传着一则较长的罕王传说，从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布库里英俊（即雍顺）的
出生讲起，一直讲到罕王在抚顺佟家入赘为止；还有一段反映罕王和汉族关系的故事。
叶赫流传一组罕王传说“罕王巧计破叶赫”。
②宁古塔流传着老罕王的传说，如《小罕子放山》、《老罕王的故事》、《鹰神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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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满族说部传承研究》选题有眼光和勇气，这是因为学界对“满族说部”这个文类的形式和属性
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其历史渊源和当代发展的描述，也是人言言殊。
该文在广泛参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比较切近的田野作业所收获的第一手资料，对满族说郝的起
源和发展，历史轨迹和当前现状，给出了合乎实际的中肯的解释。
可以说，该文的选题恰当，具有学术前瞻性，所解决的闯题有襁当学术文化含量。
　　该著作的文献综述比较完整翔实，所罗列的前人成果相观点，表明了作者的文献功夫和学术视野
。
　　——期戈金　　　　满族说部，是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历经数百年口传心授和近百年以满
、汉语言演述和记录的过程，其间经过不知道多少人的加工和创造。
作者以民俗学的视野、立场和观点，对“说部”的名与实、种类、它的创编者和表演者以及这些民族
民闻艺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说部与民族文化传统、族群叙事文类特点等都做出了充分论述。
作者摆脱了一般民间文艺学者的世俗观念和偏见，秉承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满族说部及其
艺人们的文化创造，从几尽被淫没的历史和社会的边缘，带入到一种学理探讨的主流话语之中，为中
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民间文艺学和俗文学的研究做出了一种具有开拓性的探讨。
　　——尹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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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满族说部传承研究》选题有眼光和勇气，这是因为学界对“满族说部”这个文类的形式和属性的认
识，存在分歧，对其历史渊源和当代发展的描述，也是人言言殊。
该文在广泛参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比较切近的田野作业所收获的第一手资料，对满族说部的起
源和发展，历史轨迹和当前现状，给出了合乎实际的中肯的解释。
作者高荷红以民俗学的视野、立场和观点，对“说部”的名与实、种类、它的创编者和表演者以及这
些民族民间艺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说部与民族文化传统、族群叙事文类特点等都做出了充分论
述。
    作者摆脱了—般民间文艺学者的世俗观念和偏见，秉承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满族说部及
其艺人们的文化创造，从几尽被湮没的历史和社会的边缘，带入到一种学理探讨的主流话语之中，为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民间文艺学和俗文学的研究做出了一种具有开拓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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