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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尔基说：“文学艺术的开端是民间文艺”，可见民间文艺的收集研究及发扬是有重要意义的。
特别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它，不但是弘
扬文化遗产，而且对丰富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极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少数民族歧视，因而对他们的文学也不屑一顾。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未引起一些文人的
重视，这其中有个认识问题。
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谈到他对民间文艺的认识过程时说：“说实话，我过
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
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
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
在这以后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
(《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多民族的国家，他们创造了丰富的作家文学
和口头文学。
如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三大史诗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文
艺得到收集、整理，使内容新颖、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开放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的百花园中，
为广大群众所深深喜爱，为各国人民所赞赏，从而增进了我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民间文艺不仅反映时代的强音，而且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是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宝贵资
料。
搜集整理这些资料首先要以科学的方法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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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是哈萨克民间文学的研究文集，具体包括哈萨克历史概述、哈萨克民间
文学的源流、重要文献、哈萨克神话与民间传说、哈萨克民间故事、哈萨克民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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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萨克民间文学源远流长。
作为记录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口头语言艺术成果，它渊源于构成哈萨克族源的诸古代氏族、部落的文
化，同表现族源诸部古代文化的口头文学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狼和鸟禽形象在哈萨克民间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白狼》故事。
故事里说，在一座山洞里，一个年轻人同一只漂亮的白色母狼相遇，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天。
按照白色母狼事先提出的条件，在这四十天里，无论白色母狼表现出多么凶狠残忍或猥琐不堪的行为
、举动，年轻人都不得有丝毫的恐惧、厌恶。
他必须尊重白色母狼，必须容忍白色母狼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
四十天过去了，年轻人一丝不苟地遵守了诺言。
于是白色母狼化为娉婷少女，做了年轻人的妻子，年轻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牲畜。
①这是一则表现狼禁忌的故事。
狼在哈萨克民间信仰里是神兽，是腾格里的宠物。
类似这种以狼为神圣的故事在哈萨克民间多有流传。
而狼作为神兽，早在乌孙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口头传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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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大约是在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们要去哈萨克牧区实习调查。
临行前让我给讲点什么。
于是，我用两个多课时的时间介绍了哈萨克民间文学概况，就算是一次讲座吧。
讲稿不过是几页纸的提纲。
但那次的介绍却引起了学生们对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兴趣，从此也把我本人推上了开设这门课程的讲台
。
就在那次讲座之后不久，得到当时还是我们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的马学良先生的支持与鼓励，
经过一番准备，“哈萨克民间文学”便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在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设立起来了。
记得那时国内各突厥语言文学专业好像还从未开设过这类课程，自然没有直接可供作为授课依据的现
成本本。
于是，当初那几页纸的提纲居然也就成了编写“哈萨克民间文学”讲稿的提纲。
从那以后，虽不是专门开这一门课，又总有其他种种分精力的事情，但掐算起来，到如今也是十来个
年头了。
讲稿几次推倒重来，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也已经有了几批。
可是本人对讲稿并非十分自信。
如今拿来出版，我很是鼓了一番勇气，才终于把整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手里的。
我只希望由于有这次的出版而得到一个接受专家、同行们批评和指导的机会。
我尤其希望得到哈萨克朋友们的帮助和指点。
《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原本是在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授课时使用的讲稿，授课对象基本上是能够使
用哈萨克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哈萨克族学生。
这次出版时，删去了前半部分有关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部分。
在授课时，这部分内容是绝不可以少的，但对一般读者就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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