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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高原之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这

些民族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和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这些

口头文学和民族文化，历经悠悠岁月，深深地植根在云南这片沃

土之中，直到如今，仍然绽放着璀璨的光芒，成为丰富多样、厚

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民间文学能够与读者们见面，与一代代民间文化跋涉

者、耕耘者、守望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是他们用智慧和汗水，

使这些民族文化一拨又一拨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施中林先生就是这众多对民间文化崇敬并执着地进行跋涉和

耕耘者之一。他挚爱民间文学，曾数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滇西北各

民族村镇和寨子，在田间地头搜集和整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作

品，把埋没在历史沙尘中的民间文化遗产挖掘和整理出来，使之

散发出原始的魅力和光泽。他搜集和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曾多次

获得省、州级奖项，并被收入全省乃至全国多种公开出版的民间

文学作品集中。

在全国开展抢救民间文学 “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

任务中，施中林先生参加了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的普查、搜集、

整理和编纂工作，并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和优秀的业绩，荣获文化

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予的 “先进工作者”称号。

现在，集成工作虽然已经结束多年，但他仍然继续勤奋、执

着地醉心于民间文学的采访、搜集、整理工作。果然，不负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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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现在，他又一次向读者捧出了厚重的、令人惊喜的民间文学

集 《滇原遗珍》。

在 《滇原遗珍》中，有很多是施中林先生拄着杵棍，深入民

族地区的村村寨寨，搜集、翻译和整理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仅从

不同角度体现了各族人民的民生、民俗风貌和创造、追求价值，

也体现了施中林先生的收集整理水平和民间文学素养。这些遗散

在云岭高原上的民族文化珍宝，经过他的挖掘整理，以 “集子”

的形式，焕发出了更耀眼的光辉。

从长远看，人们应该感激像施中林先生这样的一大批民间文

化跋涉者和耕耘者。没有他们，多少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将会永

远难见天日，多少民族文化的珍宝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沦、被淡

漠和遗忘，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幸运的是，沉睡的古老的文化珍宝，遇到了勤奋挖掘、执着

耕耘的能工巧匠，这些能工巧匠探到了珍珠宝贝的 “矿脉”，让

历史文化的遗珍与世人相会、相交。

《滇原遗珍》主要采集了居住于滇西北高原的白族、傈僳族、

怒族、普米族、独龙族、景颇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

传说，并兼收其他资料。这些作品内容涉及民俗、地名、道德、

英雄、爱情、动物、植物等方面的故事。它们从多个侧面反映了

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民风、婚姻爱情、生活趣

事等生活内涵，客观地展示了这些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足

迹。这一则则抽象而真实、生动而活泼的故事图景，也是一幅幅

淡雅而豪放的民族文化画卷。

就篇目而言，《苦聪人三则典故》具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三

江人的 “堆石立棍”俗》则披露了婚恋男女在危难面前不同的人

生抉择；《聂沃》言简意赅，以小悟道；《三家村的狗状元》演绎

了善恶有报的常理；《生死恋》诉说了从现实到虚幻的爱情悲剧，

颂扬了坚贞的爱情； 《剑阳蝶与蝴蝶兰》则歌颂了靓丽、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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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舍阁丽面对神仙的诱惑，甘愿跳崖却之的丽质人品……

在这里，一出出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的民族民间故事，热

情地颂扬真、善、美，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像一坛坛陈年老

酒，初阅闻香，复读生醉！

《滇原遗珍》也从另一种角度证明：在这片丰富多彩的高原

大地上，到处都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奇珍异宝，只要耕耘者和守望

者执着挖掘，就一定能够发掘出更多闪着光芒、价值不菲的

珍宝！

让我们祝贺 《滇原遗珍》的出版吧。

杨利先

于昆明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作者系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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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故事

澜沧江Ｕ大湾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

民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就民族学而言，民俗又是各民族延续发展的 “活化石”。

因此，研究一个民族，了解和认识其民俗、民情、民风乃为

入门首选。

否则，道路通天，隔层不同天呀！

———剑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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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人的 “堆石立棍”俗

（白族）

滇西北高原像一块巨大的面包，被天神深深地切开三道口

子，形成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三江并流”地带，造就了举

世闻名的滇西北三大名川和三大峡谷的壮丽景观！这里，除了风

光奇雄、民族众多之外，习俗文化更是千姿百态、绚丽多彩！

生活在澜沧江沿岸的人们，如今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当男

子、女子爬山过垭口时，男子要捡一颗石子放在前人堆放的石子

堆上。而女子呢，则要将一根杵棍靠在那堆石子旁边，才可跨越

垭口。人们认为只有行了这个习俗，男子出门方能大吉大利，女

子出门方可万事亨通。

这个规矩是怎么兴出来的呢？听听下面的故事就知道了。

从前，有两户白族人家，他们各自住在澜沧江的东西两岸。

有一年，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里，两户人家都听到了娃

娃坠地的 “嗳！嗳！”声。住在东岸的简家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

男孩子，父母见他眉宇开阔，天庭饱满，便取名叫简世伟。

住在西岸的花家生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孩子，爸妈唯愿她长

大后，成为金玉满堂、荣华富贵的佳人，便取名叫花石妞。两家

门当户对且又同庚同辰，江东江西个个称赞，人人夸奖。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之间，他们都长成十二三岁

的小青年了，简、花二家请来算命先生分别给他们算八字以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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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福、图个顺利。先生看了生辰八字，闭目沉默多时，然后言

道：“此乃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月亮配星宿矣！”

于是，简、花二家邀来双方亲戚，举行订婚酒礼。又把世

伟、石妞喊到堂前，由双方父母询问各自心愿。俩人都异口同声

答道：“愿遵父母之命，意在百头偕老。”

两人道毕，双方父母约定：若日后哪方违了婚约，当受老天

惩罚！

从此，逢年过节，双方不是男到女家走亲，便是女到男家帮

闲。一来二去，两小无猜，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

这一年，世伟、石妞二人都十五岁了。世伟之父对他说：

“多年来，父母像掌上明珠一般爱着你，护着你，让你过惯了安

逸的日子。你将来如何创业和守业啊？倒不如趁你现在年纪轻

轻，学点诗书礼乐，识些人间道理，于己于家双全。”世伟听后，

唯命是从。

话说，花家父母也将石妞唤上堂来，对她说道： “女儿是父

母的心肝宝贝。小时怕你哭，大了怕你闹。如今，则怕你无才！

你年已十五不算小，也要学些穿针引线的绣花活，里里外外才是

人啊！如今，世伟有志求学，你又有何打算呢？”

石妞抬起头，对父母回答说： “女儿不孝，身为女子，也愿

同去求学！”

父母听罢，双双乐道：“有志气，也好，也好！”

就这样，世伟和石妞带着家丁，带足盘缠，各骑一匹骏马，

离乡求学去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年夏天，正是世

伟与石妞的学业就要结束之际，住在江东的世伟一家，竟在一夜

之间，被洪水冲进澜沧江里去了。从此，世伟成了无父、无母、

无家可归的孤儿。

世伟奔波到家，家址已经空荡无存。只有几匹牲口在四处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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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父母的音容笑貌，已成梦中记忆，一去永不复返了！因此，

世伟曾想到花家暂住，却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未有嫁娶，实

有不妥。于是，权且搭间窝铺，随便住了下来，寻找到散失牲

口，并打算经营父母留下来的田地，独自为生。

有一天，花石妞的父亲唤来石妞商量道：“人们常说 ‘人为

财死，鸟为食亡’，世伟父母双亡，你将来有何靠头？不如将他

家财计算过来，日后另攀高枝。”石妞听了，点头应允。

于是，花石妞的父亲把世伟喊到家里，凭空捏造道： “原来

你家的田地是我借给你们的，一借就是几十年了。如今，你父母

双亡，你又年少，无人管理，该是退还我家的时候了。”世伟不

经世故，便由石妞之父起草契约，世伟签字画押，大片江东田

地，就成花家的了。

祸不单行，世伟离开江西，回到江东窝铺看时，牛栏、马栅

里的牲口都不见了。世伟 “过溜”到石妞家打听时，她父亲回答

说：“那些牲畜是我托人去卖掉的。借给你家几十年的田地，总

得收一点利息的。要是细细地算起来，那群牲畜卖得的钱，还是

远远付不清的。不过，看你如今处境甚难，其余的，也就一笔勾

销罢了！”

面对接二连三出现的遭遇，世伟明知岳丈暗算自己，但因孤

身一人，父孝在身，不想争执。为了努力求知、上进，他把一切

烦恼都丢弃一边，从此，白天垦荒种地，夜晚点上明柴火读书，

孜孜不倦。

冬去春来，科考时节已到，世伟执意赴考，却又路费无着。

又因对石妞一家无望，只好把身边砚、笔、书、箱之类变卖干

净，只身日夜兼程，前去应试。

开榜时节，“简世伟中举！简世伟中举！”的喜报像春风一样

传到了澜沧江边。花石妞的父亲听了，满脸鄙夷地挖苦道： “哈

巴狗挂铃铛，假冲大牲口！难道是石头开花马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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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不久，朝廷钦差率领一班人马，执旗引路，浩浩

荡荡，经西曲城，过兰州郡，宿白地坪，穿喇鸡箐，到达澜沧江

边。同日，设台、点香，颁发任命、颁发简世伟 “镇边大使”委

状。并嘱令：“三日后，前往就任，不得为误！”一场鼓乐仪礼，

好不威风！

话说，石妞的父亲看了简世伟中举、任命盛况之后，得知世

伟要由江东挺进怒俅，途经江西休整的消息之后，自当如梦

初醒。

他唤来花石妞，面授机宜……然后，又为石妞准备盘缠，以

便让花石妞及时朝世伟安营之地奔去。

不料，简世伟赴任时间突有变化，花石妞赶到营地时，简世

伟与他的兵士已经刚刚离去。

就这样，花石妞追呀追，追过了三道梁子、三条溪之后，终

于追上了简世伟。她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了许多动

听的话！

走着走着，已经过了前哨房。走着走着，三台坡都过去了。

花石妞一直追到碧罗雪山的垭口，眼看就要下山了。

这时候，简世伟停住脚步，对花石妞劝慰道： “一切好听的

话别说了，一切后悔的事莫做了。你父亲教你贪财如命，大义疏

亲，永不知足啊！”

简世伟顿了顿话，接着，他用温和的语气对花石妞说道：

“你过来，现在请我部下的兵士，每人送给你一大串铜钱，你背

回家享乐去吧！”

于是，兵士们好似早有准备一样，每人取出一大串铜钱，争

先恐后地朝花石妞的脖子上一串又一串地套了上去……刚开始的

时候，花石妞以为简世伟念她们 “夫妻不成，情谊在”而为之，

心中自乐了起来！可是，渐渐地，数不清的大串、大串的铜钱，

连续不断地套在了她的脖子上、身上……终于，累得她连气都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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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来了！

后来，三江流域的男子，每当翻越大山垭口时 （尤其是碧罗

雪山的垭口），少不了中途捡颗石子，放在垭口的显眼处，以示

给贪财如命的花石妞 “赏钱”！

女子翻垭口呢，则在途中携一根棍子，立在垭口上的石子堆

旁，以示给花石妞当杵棍用，让她支撑起来，继续走她的路。同

时，有的女子还从男子放好的石堆上，取下一个石子，将它甩

掉，以示减轻花石妞背上钱财的分量……

如此，“堆石立棍”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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