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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摩苏昆》

前言

黑龙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她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的重要区域。考古发现，新石器
时代晚期，黑龙江三江流域部落众多，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中原黄河流域。古代史籍明确记载在黑龙江
地区生息过的民族先后有：先秦时的肃慎、溅貊、东胡三大族系；汉晋时的夫余、鲜卑、挹娄、北沃
且；北朝、隋时的夫余、勿吉、室韦、乌洛侯、地豆于、豆莫娄等；唐、北宋时的棘韬、室韦、契丹
、女真、蒙古、汉族等；南宋、元、明时的女真及蒙古诸部、汉族、索伦诸部（即鄂温克、鄂伦春、
达斡尔等）。东北地区的先民鲜卑、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先后人主中原，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
想、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些崛起于东北大地的民族，
一次次地向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注入了无比遒劲和深厚的生命力，并在文化的交流中成长为中华民
族文化共同体水乳交融的重要组成要素。黑龙江是一片开放的土地，她几百年来一直是众多迁徙者和
拓荒者神往的地方。清朝建立，黑龙江地区的齐齐哈尔（卜奎）和瑷珲，被辟为流徙要地。“流徙来
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张缙彦：《域外集·六博围棋说》）“
当是时，中土之名卿硕彦，至者接踵”。（杨宾：《烯发堂文集·伍敬玉五十寿序》）清末开禁之后
，关内山东、河南人民大批移居黑龙江，民间称之为“闯关东”。清朝时期，黑龙江省的人口构成已
是“（内地）十三省，无省无人”。（方拱乾：《绝域纪略》）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罗
斯人、犹太人及20多个国家的近20万侨民涌人哈尔滨等地区，又带来浓重的欧风西俗。哈尔滨市因此
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新中国建国之后，转业官兵开垦北大荒，开发大庆油田，
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以及文革时期的知青来到黑龙江地区。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改变着黑龙江的人口
结构，也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塑造出新的黑龙江文化面貌，积淀了黑龙江多元文化的底蕴，形
成了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异域文化多元交融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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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摩苏昆》

内容概要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也有学者称之为史诗。《黑龙江(鄂伦春)摩苏昆》作为《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第一卷，在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多
年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得以面世。 “摩苏昆”内容丰富广博、艺术风格独特，承载着鄂伦春族坚强
勇敢的民族精神与久远厚重的民族历史，对于认识北方渔猎民族的社会、经济、艺术、宗教、风俗，
保留和弘扬文化多样性，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因此，保护和研究“摩苏昆”，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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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摩苏昆》

章节摘录

鄂伦春族民间文艺家孟淑珍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遗产——摩苏昆的采录、翻译、整理，学术界给予
了高度评价。中国著名民间文艺家、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马名超指出：“在今天世界上十分罕见并且
处于原始渔猎文化终结期的北方冻土地带，直至今日仍然存留着如此鲜活而质朴的这类语言艺术‘化
石’中，势必包含它远超现有地域疆界和仅只文艺科学范围的多学科研究价值。”①已故民间文艺家
隋书今在为孟淑珍的翻译整理本《英雄格帕欠》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对人们全面认识和研究鄂伦
春民间文学乃至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中，各民族口头说唱文学都有着重要意义。”②一、摩苏昆的
主要篇目鄂伦春族的先民，原来活动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东至库页岛、西起石勒喀河这数
万里广袤的地区。在渤海时期属于唐王朝设置的室韦都督府管辖的室韦族，他们住在森林之中，以游
猎为生。这个民族的口头文学十分丰富，主要有民间故事、传说、民歌和说唱故事摩苏昆。摩苏昆的
主要篇目有：《鹿的传说》、《双飞鸟的传说》、《波尔卡内莫日根》、《阿尔旦滚滚蝶》、《英雄
格帕欠》、《娃尔都日堪与雅尔都日堪》、《布格提哈莫日根》、《诺努兰》、《雅林觉罕与额勒黑
汗》、《特尔根吐求亲记》等。说唱故事大致可以分为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故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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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摩苏昆》

后记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也有学者称之为史诗。《黑龙江（鄂伦春）摩苏昆》作为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第一卷，在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多年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得以面世。我省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保护工作，又迈出了实实在在的
一步。“摩苏昆”内容丰富广博、艺术风格独特，承载着鄂伦春族坚强勇敢的民族精神与久远厚重的
民族历史，对于认识北方渔猎民族的社会、经济、艺术、宗教、风俗，保留和弘扬文化多样性，有重
要的资料价值。因此，保护和研究“摩苏昆”，意义十分重大。2006年，“摩苏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黑龙江摩苏昆》的整理、编撰，遇到过
很多的困难。由于鄂伦春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摩苏昆”形成以来只是在民间口头传承，一直
没有文字本。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已经没有人能够完整的演唱全本“摩苏昆”。而且，懂鄂伦春
语的人也越来越少，“摩苏昆”的传承正面临着严重危机。2002年，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省开展了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协会秘书长王益章在调研期间，专门拜访了“摩苏昆”的采录整理者、鄂伦
春族民间文艺家孟淑珍女士。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及时把“摩苏昆”列为重点项目，想方设法挤出资金
，为孟淑珍提供了经济支持，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使之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摩苏昆”的编写、
翻译。协会还邀请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协助她整理、审定文稿。2005年，“摩苏昆”得以完卷。这次
《黑龙江摩苏昆》作为《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首卷出版，完整再现了鄂伦春民族
珍贵的文化遗产，填补民族文化领域一项重大空白。《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的筹
划，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中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几度中断然后又重新启动。这一次丛书的出版，
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部长衣俊卿的关心和指导。衣俊卿部长担任了丛书主编，并亲自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还曾两次就推进丛书编写工作做出过批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来源于民间，是广大民众在漫
长的生产与生活中的创造，生存智慧的结晶。“黑龙江省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根据民间
文艺学分类法，分成文学、艺术、民俗三个系列，每个系列十册。丛书计划从2009年开始编撰，
到2012年出齐。丛书将全面展示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勾画多彩的龙江民间文化艺术长卷，
为了解和研究黑龙江文明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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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龙江摩苏昆》：黑龙江流域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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