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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暑假，李德君教授采录、编著的《彝族撒尼人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一1964）和《彝
族阿细人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1964）脱稿送审，我有幸先读到了这两本书，激动不已，急切地
带上书稿回到撒尼人故乡石林县和阿细人故乡弥勒县。
当地群众和干部见到书稿爱不释手，认为两书采集过程严谨科学，记录准确真实，是真正的我们彝族
民间的作品，为彝族人民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学财富。
　　我是撒尼人，我的童年是在撒尼民间文学浓郁的温馨抚慰中度过的。
那时没有电灯、电话，连收音机也没有，更没有电视可看。
每天晚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聚在月光下，或是听老人讲神奇诱人的民间故事，或是欣赏优美的
民歌。
李德君教授书中收录的许多诗歌和故事，我都不止一次听过。
我们从中汲取知识，陶冶性情，进而铸造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长大。
　　后来，我进城读书，与童年的生活情景渐行渐远，当年熟悉的许多神奇、朴实、优美的诗歌和故
事，慢慢淡出了记忆。
10年前，为彝族古代宇宙观研究课题收集资料，我曾重返故乡，打算系统收集、．整理彝族神话故事
。
经过一段时间寻访，我才发现，传统文化淡出记忆的现象不仅在我身上存在，在民众中也普遍存在。
那时能讲神话故事的人已是风毛麟角，有的即使还能讲，也讲不完整。
随着电视进入我们彝乡千家万户，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彝族地区同全国各民族一样，已经步入文化多
元化时代，传统民间文学的地盘相对缩小了。
这应当是一种正常的趋势，但我却有些惆怅，担心彝族群众千百年来创造的一些优秀作品会就此失传
。
　　读到李德君教授的这两本书，我心里顿时涌出一股热流，好像又回到了久违的童年，也为如此原
生态地保存了这么多我们彝族民间的作品深感欣慰，书中不少作品正是我十年前急切想要得到而没能
收集到的。
　　撒尼、阿细民间文学虽然丰富，但受历史条件限制，过去本民族无力记录保存，除撒尼人少量诗
歌有彝文抄本外，撒尼人的大部分作品和阿细人的全部作品都靠口传。
而其他民族的专家，由于语言不通，或者难于深入，或者记录容易失真。
因此，较为准确地记录这两个支系民间文学的资料非常之少。
这两本书对于我们彝族，特别是对撒尼人和阿细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这两本书所收作品、诗歌先用国际音标记音，然后逐词对译，再逐句意译，部分从彝文抄本记录
的诗歌，加注彝文；在当年装备差，全靠耳听手记的情形下，故事记录严格遵循故事讲述规律行事，
最大限度保持了故事的原生形态。
拿国际音标记音来说，我从事民族古籍研究工作，对用国际音标记彝语比较熟悉，从我粗读的情形看
，李教授记音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
李教授长期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研究，粗通彝语，熟悉国际音标，只身深入圭山、西山近一年之久，凭
借语言学和民间文学的深厚功力，采用科学版本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
作品的真实记录，比起单纯的民间文学汉译整理本来，本书多了几分综合研究价值，对民间文学作品
的保存也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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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彝族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反映的只是当年那个特定历史断面的面貌。
通常，无论是民间文学资料集，还是经过整理的作品集，都很少逐篇标明收集时间，一个集子所收资
料，往往是采集时间跨度很大，不属于同一时间断面的作品。
民间文学是流动的，随着历史的流动会有新的变化，或新生，或变异，或消失，不同历史断面的状况
会不一样。
《彝族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所收作品全部采集于1963至1964年之间，是上世
纪60年代初那个历史断面的作品。
现在45年过去了，这40多年来，撒尼人、阿细人同各民族人民一道，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民间文学
今天的面貌已与当年有所不同，《彝族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并没有包括近40
多年来出现的新作品。
同时，出现在本资料里的歌手和讲述者，当年大多在四五十岁以上，更有年逾70者。
现在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
随着长者的仙逝，一些作品也被带走了，今天已难再收集到。
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会和当年一个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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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写在前面——采录者的话诗歌阿细的先基附：盖房调狩猎调嫁接果树调序歌栽竹调织麻调麻全身
是宝还我麻布衣称赞调妹家地方好哥家地方孬白马黑马守望歌小哥唱得妹心热越唱心越灵没做成夫妻
比不上妹会唱回门调三首：阿卓调人家的卓好山头有棵咕嘀树人老不要数岁数做人做得值乐器调童谣
七首谜语（lo11thx33）70则故事传说人是怎样来的人蜕皮的传说云南为什么民族多代龙寨的传说苗族
为什么总搬家酿酒是怎样兴起来的造桥升天洞昂土司的故事（3则）王指挥官的下场孟姜女包老爷的
故事（5则）童姓的来历八字城里张三城外张三估白大力人棉花女独儿子（2则）濮左师娘婆隐身帽银
子搬家习俗故事祭龙的来历灵牌的来历抬跤的来历撵鬼烧妖精（3则）鬼怕大麦穗火炭神为什么不能
在锅里齐筷子八月十五节的来历礼拜天的来历桃花女与门槛姓心灵的媳妇动植物故事小腿肚为什么长
在后面包谷的故事神仙和马老虎养娃娃老虎为什么怕水牛老虎变人狗为什么恨猫和羊耗子和猫猴子和
蚂蚱头猪二虎实在的猪和狡猾的狗牛为什么没有上牙青蛙叫声苍蝇是怎样来的蚊子是怎样来的杀蟒斑
鸠和红嘴雀老鸹为什么怕稻草童话飞马癞蛤蟆娶媳妇癞蛤蟆儿子龙姑娘青蛙少年生活故事代龙抬跤王
兄弟分家种瓜分瓜埋猪石狮子聪明的媳妇托自己的福傻儿子和聪明县官红李子白李子拔秧（2则）灯
油惩罚马蛋行善好?行恶好?贪心商人拉肚子负心男人的下场菩萨送子机智人物故事阿巴泼聪明的孙子
冲白话犁墙晒堂屋牛钻进山里了七百杨状元的故事（1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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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指挥官是蒙自麻栗坡人，起初带着一批打手专门在陆良地方绑架人质，后来窜到弥勒来，搅得
大家不得安生。
那时龙云当都督。
龙云对王指挥官说：“你是要文解决还是要武解决？
”王指挥官知道不妙，打算回到麻栗坡去。
这时四方的路已不通，已有人截住了他的路，王指挥官决定从西山上逃走，花200块银元请了一个人带
路。
　　王指挥官在弥勒召齐人马，半夜就起来煮饭吃，准备天不亮就走。
但是，那天饭怎么也煮不熟，手下的饭熟了，他的饭也煮不熟，等吃完饭天已大亮。
走到半路，王指挥官的马不肯往前走，仰头大叫，他下马后马就走，一骑上去就又不走了。
手下人跟他说：“王指挥，今天这个路怕是走不得啊。
”他不听，坐上滑竿叫人抬着走。
走了一段路，打在队伍前面的旗子迎风一抖，“嗤！
”地一声被撕去一半。
这时又有一个手下跟他说：“今天这个路走不得啊！
”他还是不听。
西山上的阿细人听说王指挥官要过西山，早就准备好了。
滥泥箐的潘团总，三家村的李团总，舍莫的石团总，让大家去拦截。
西山上的阿细人，有铜炮枪的抬铜炮枪，有明火枪的抬明火枪，没有枪的抬铡刀、大刀，有的把镰刀
安上长把拿着，有的扛着扁担。
大家躲在草丛里面，躲在大石头后面，等着王指挥官到来。
王指挥官走到三家村和磨象井交界处，大家一齐打，把王指挥官打死了。
这里离旗子撕掉的地方还不到30里路。
王指挥官死后，他手下的人就乱了，分成五股乱跑，被打死很多。
跑到大平地村，又遭到打。
一股退回来，走进三家村，三家村把他们差不多消灭光了，只剩下一小股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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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彝族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主要讲述了：诗歌先用国际音标记音，然后
逐词对译，再逐句意译，部分从彝文抄本记录的诗歌，加注彝文；在当年装备差，全靠耳听手记的情
形下，故事记录严格遵循故事讲述规律行事，最大限度保持了故事的原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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