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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德宏，傣语意即 “怒江下游的地方。”德宏有三江：怒江、瑞丽江、大盈

江。怒江，流至芒市中山乡小街丫口以南曼辛河的汇合处出境，进入缅甸后

改称萨尔温江。瑞丽江，至瑞丽市弄岛乡榕旺附近出境，流入伊洛瓦底江。

大盈江，南流二十公里后，到３７号界桩处出境，流入伊洛瓦底江。
德宏境内的怒江，温和不怒。她没有著名诗人的歌咏，也没有流行歌手

的赞誉，她像一个内心淳朴而天真欢快的少女，远离喧嚣的尘世坚守着内心

那份宁静与平和，不因为寂寥而沉沦，也不因为自在而放纵。

德宏的瑞丽江多情浪漫。傍晚，傣家少女从竹林深处走来，江边浣洗，

隔江对歌，内容大胆直白，将西天的晚霞羞得满脸通红。夜晚，明月从东山

升起，竹林深处传来悠扬的葫芦丝夜曲，荡起满江的春心。瑞丽江，看似柔

弱却坚定无比。她沉稳从容，行走在生命的行程中，她将两岸的青山和云雾

树林尽收眼底，天空的白云，空中的飞鸟全都珍藏在记忆深处，在未来的日

子里再来品味。

德宏的大盈江激情澎湃。她，目标明确，坚毅执着。翻过了一座又一座

青山，越过了一片又一片丛林，她把槟榔江和南底河拥入怀抱。征程的疲劳，

旅途的孤寂，无法阻挡对未来的渴望与憧憬。行走累了，在荒草丛生的旷野，

站在虎跳石边，发出野狼一般的长嚎，然后，重新整装，昂首阔步继续往前。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德宏世居少数民族———傣族、

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他们共饮三江水，亲如一家人。他们亲

如姐妹，和谐相处，在德宏边陲，共同耕耘共同创造。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

的同时，也创造了光彩璀璨的民族文化，而民间文学正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古老的神话、神奇的传说，还有那美妙动人的民间故事，陪伴着他们从远古

走来。无论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还是在风雨如晦的岁月，这些民间文学都

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文化源泉。走进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百花园，

带给你的不只是高山的稳健，丛林的深邃，还有怒江的淳朴天真，瑞丽江的

多情烂漫和大盈江的激情澎湃。就像德宏的江水不仅惠顾德宏的山地一样，

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也不应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她应当成为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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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财富而为更多的人所分享。

正是源于这样的初衷，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张蕾梅、陈巧英

等八位教师在工作之余，多方查阅、搜集和整理五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

并加以甄选、分析和研究，编写了这部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神话、传说

及故事概览》。本书主要针对德宏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

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评介。神话部分不仅对各民族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

英雄神话、灾难神话等做了评介，而且就其以神话为核心，史诗为载体的特

殊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民间传说和故事部分则结合大量民俗资料加以论述，

凸显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对德宏五个世居少

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和了解，也能从一篇篇多彩生动的民间

文学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和人生教益。

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从历史走向现代的过程。对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

间文学加以整理和研究，其意义还不仅只在于传承民族的 “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要在传承中从各方面探求民间文学与现代文化价值、文学样式的契合

点，以求架设一条沟通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

也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从现代人

的视野关照历史，用当代的笔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华，使之在新时期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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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其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各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至今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主体仍是民间文学，尤其是历

史上长期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是各民族

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得最早的文学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从

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到今天没有创造文字的民族中，都只有一种文学形式存

在，即民间文学。大体上，民间的口头创作是文学的源头，民间文学是各民

族文学的母体。各个民族流传下来的许多优秀民间文学作品，是各民族传统文

化的集中体现，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文化教科书。各

族人民从中认识客观世界，吸取历史经验，学习本领、增长知识。这些作品

储存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是一种世世代代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

的活态文献。

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概念与本质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指少数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艺术来反映其社会生

活，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为特征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中国少数民族绝大

多数分布在边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各有

特点，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不同，因而各民族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从本质讲，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通过口头文学创作的方式，生动形象地

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人伦、宗教理想、风土人

情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它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缩影，反映了各

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这种

口头语言艺术是由群体创作并且流传于民族群体中间的特殊文学。它是各民

族群体的口述史，记录和反映各民族群体以往时代的知识、经验、感受，表

达各民族群体的思想感情和情绪。它的艺术形式是各民族群体成员喜闻乐见、

易于接受的。在语言表达上，多用民族群体日常生活里经常使用的活的口头

语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民族民间文学是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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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体口述的历史记忆，是各民族群体信仰文化的语言表达，是各民族群体

的知识总汇，是各民族群体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各民族群体宣泄情绪、愉

悦身心的工具，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一种特殊的 “文学”。

二、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是中原文化和边地文

化、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和南亚文化

的交汇地。这里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等五个世居

少数民族，同时还有汉、佤、白、回、彝、纳西、壮、苗等民族杂居。每个

世居民族都在德宏这片边地热土上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共同描绘了

德宏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画卷。

世代生活居住在德宏这片土地上的各少数民族，创造了自己丰富的历史

文化，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们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

珍贵的文学艺术遗产，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德宏地区各个世居少数民族社会发

展、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窗口。历史上经过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加工

提炼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各民族中广泛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作品具

有浓厚的民族性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
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充满了各自民族的生活气息，

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道德伦理、宗教信仰、节庆仪式、服饰饮

食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体现，可以说德宏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给

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画卷。德宏各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各种神

话、地名传说、节庆传说、社会生活故事等无不形象地体现了这些内容。

（２）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融入了本民
族鲜明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主要指民族心理和民族气质。这种民族心理

和民族气质，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性格上的共性。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是某一民族特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德宏世居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产生于各族群众之中，它是各少数民族生活的形象反映。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群众把自己的民族性格熔铸在作品中的人

物身上，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个性的典型形象。如德宏傣族民间

故事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 “阿銮”，景颇族英雄神话中的英雄 “宁贯督”，

德昂族祖先神话中的 “阿板”，傈僳族机智人物 “刮家桑”，阿昌族神话史诗

中的主人公 “遮帕麻和遮米麻”等。

（３）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对本民族语言的应用
上。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必然是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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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的艺术，表现本民族的思维特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们往往

要通过口头语言这一有力的工具去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刻画本民族的性格。

民族语言是体现民族性特征的最显著标志，而口头语言又是各民族民间文学

普遍采用的表现形式，这种口头语言决定着民族风格的浓淡和民族特色的

显隐。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口语化和群众化上。它直接

来自生活，在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容易被本族人民群众所接受。德宏州

五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傣族、景颇族和傈僳族还有自己通用的

文字。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主要靠民族口头语言来创作，并在本民族中广为传

播。每个民族在运用自己熟悉的民族语言，通过民间文学这一载体来再现生

活、表现感情时，必然在语言中体现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规律。例如

我们在阅读用汉语译介过来的一些少数民族故事时，总觉得故事的内容情节

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但在少数民族故事家用自己娴熟的民族语言来讲述时，

那活灵活现的故事情节，让本民族的听众们听得如痴如醉，这正是少数民族

民间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在，也是民间文学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显现。

三、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神话、传说及故事的发展概况

综观我国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在其中占据着重

要的位置。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

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作品在整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是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故事体裁，主要产生于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初期。神

话是类比思维的产物，是对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解释和说明，它的产生是有

一定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条件的，它的心理基础是想象力。它是各少数

民族先民在原始思维基础上，不自觉地把自然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而形成

的一种幻想神奇的故事；是各族先民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对自

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起源的解释。

神话是叙述人类原始时期，也就是人类演化的初期所发生的单一事件或

故事；而且，承传者对这些事件、故事必须信以为真，而学者们就是根据这

个定义以区别神话与传说、神话与民间故事之间的不同。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神话体裁形式和内容都比较丰富，几乎所有的神话

体裁和内容都可以在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找到。例如，傣族的开

天辟地神话 《变扎贡帕》（《混散造天造地》）、图腾神话 《神象的女儿》《定

天镇地神象》《神牛之女》等；祖先神话主要是寨神、勐神的故事，它既有神

话的特征又有传说的特征，如 《象山神》 《护寨神》；自然神话和谷物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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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神》《太阳神》《风神》《谷种的来历》《谷魂奶奶》等。景颇族神话，

如开天辟地神话 《万物诞生》《万众赶日》 《燕子巡视大地》；物种来源神话

《火种的故事》 《太阳的礼物》 《谷种的来源》等；创世神话史诗 《目瑙斋

瓦》。德昂族的神话，如神话史诗的代表作 《达古达楞格莱标》、祖先神话

《阿板和龙女》、人类起源神话 《百片树叶百个人》等。阿昌族神话，如著名

的创世神话史诗 《遮帕麻和遮米麻》、人类起源神话 《人类的来历》、文化起

源神话 《盐婆婆》等。傈僳族的创世神话 《创世纪》 《天、地、人的形成》、

自然神话 《太阳和月亮》《彩虹》《鸡窝星的来历》《天狗吃月亮》、祖先神话

《我们的祖先》等等。各个民族的神话虽然因为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在表现形式

和方法上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在对某一事物和现象的解释上却充满了惊

人的相似性，如对人类的诞生，爆发大洪水等的描述。

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其涵盖的范围较广。从广义上说，民间传

说又俗称 “口碑”，是指一切以口头形式讲述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散文体叙述

作品的统称，它包括今人所说的神话、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至于狭义的民

间传说的概念，钟敬文认为 “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传说的主人公大都

有名有姓，而且不少还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他们的活动遗迹，常被联系到

地方上的某些自然物、人工物及社会风习上面，于是有不少传说就成了这些

事物的来历的一种说明”①；程蔷认为 “凡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

方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那些口头作品，可以算是民间传说”②；朱宜初认为

“民间文学是一种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地方风物有密切关系的口

头故事”③ 等，这些是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看法。与宽泛的广义的民间传说

含义不同，狭义的民间传说强调的是指以口头方式创作，口头方式传播，与

移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等有关的散文

叙事。④

民间传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的人、地、事、物的口头故事，它是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特定的历史、社会生活及自然风物的写照。

民间传说是一种以口头方式创作、传播，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以及地方风物有密切关联的口头故事。民间传说一般认为是产生于原始社会

的古老的口头创作萌芽于民间神话，它是神话不断演进的结果。它把神话中

①

②

③

④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程蔷：《中国民间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朱宜初等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黄光成：《德昂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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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超自然力，逐渐转化到人们可以认识的客观事物，使它和人们的生活

更加接近。民间传说是人性化的神话，是传奇化的历史，是现实生活的能动

反映。它常根据某一人物、山川古迹、自然风物、社会风俗来创作故事。民

间传说又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口头叙事，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并不是完全的

真实。它所描述的有关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并不需要与事实完全吻

合，具有创作主体的感悟和艺术想象成分。民间传说充满传奇色彩的背后是

曲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显著的历史性和可行性特征，

所以又被称为各民族人民的 “口传的历史”。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在居住的生态环境、历史进程、宗教信仰、经济发展

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色。这种民族性

格、文化特色随着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持续发展、变迁与延续，逐渐成为一

个民族的特殊标志和民族精神象征。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把他们的民

族性格、社会风貌、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示出各自鲜

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例如，傣族的历史传说 《姐等贺的混等王》《孔雀

与魔王》《象桩寨》 《象吼的地方》 《荷花池塘》 《母亲河》等；风物传说

《泼水节的由来》《丢包的来历》《象脚鼓的来历》，等等。景颇族的人物传说

《宁贯瓦的传说》《早乐东的传说》等；地方风物传说 《木传省腊崩———平顶

山的传说》《盈江虎跳石的传说》《瑞丽江的传说》；风俗传说 《月亮节的传

说》《瓜果节》《采花节》《新谷米节》《目瑙纵歌节》等。德昂族的风物传

说 《浇花节的传说》《水鼓的传说》。阿昌族的人物传说 《早慨》 《爰撒萨》

《大青树下的祭礼》；史事传说 《户撒定居》《选头人》；地方风物传说 《户腊

撒坝子的来历》《田公地母的传说》 《阿芒和阿衣》。傈僳族的风俗传说 《阔

时节的来历》《横断山脉的传说》等。民间传说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因

而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传说中具有很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它是我

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一扇窗口。

民间故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指凡是有人物、有故事

情节，而没有押韵和韵律的散文性民间口头文学，包括了神话、传说在内的

一切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狭义的民间文学则将神话与传说除外。这里

我们所讨论的景颇族民间故事指的是狭义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流传得最广的一种散文体口头叙事文

学，它在原始社会阶段就产生了。早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原始人和动植物关

系密切，便在生产生活中创作了关于动植物的故事，来说明动植物的来源，

解释动植物的习性、特征，反映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当人类成长起来后，各

种民间生活故事相继出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各族人民对现实所持的态度，

以及他们为幸福而斗争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从其中看到的，是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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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少数民族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多彩的精神世界，它体现着各少数民族人民的

社会道德和伦理标准。民间故事不以特定的具体的人、地、事、物为对象，

它讲述的都是模糊的过去时代和模糊的地点所发生的人和事，故事中说到的

时间总是以 “从前”“过去”“很早以前”等来带过；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往往

是 “有个村子” “有户人家”等。有的干脆就不提地点；故事里的人物也通

常是 “有母子 （女）俩” “有兄弟三人” “有个渔夫 （农民）” “有个国

王”等。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数量丰富、题材多样，作品内容反映了德

宏世居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例如，傣族的阿銮系

列故事 （佛本生故事）；动物故事 《水獭和兔子》《绿豆雀和象》等；生活故

事 《父亲的遗嘱》《天底下的人，谁都有一种本领》《柠檬姑娘》等；机智人

物故事 《召玛贺的故事》（系列故事）、《召细维季的故事》（系列故事）；民

间笑话 《做盐巴生意的傻瓜》 《骡子蛋的故事》等。景颇族的幻想故事 《龙

屎变金子》《宝灯》等；动物故事 《猎人舍身救人》《骡和马的故事》《狮子

求救黄蚂蚁》《知了为何不吃食》《科科鸟》等；社会生活故事 《山官发火》

《弯和直》《景颇人学种谷子》《两个骗子》《瞎子偷》《扎英故事》等；寓

言故事 《斑鸠和蚂蚁》《马鹿和乌鸦》 《懒汉的火》 《忘恩负义的老虎》等。

德昂族幻想故事 《青蛙姑娘》《螺蛳姑娘》《金鱼姑娘》等；动物故事 《聪明

的松鼠》 《阳春雀与大象》等；生活故事 《七姑娘》 《彩虹》等；寓言故事

《松鼠的死》《含羞草含羞了》。阿昌族幻想故事 《螺蛳妹》《白鸡姑娘》《孔

雀姑娘》《曹宝和青蛙姑娘》等；动物故事 《拖白练借锦衣》《穿山甲为什么

有鳞片》等；生活故事 《眉间长旋的姑娘》《贪心哥与忠实弟》《继母》等；

民间寓言和笑话故事 《螺蛳与兔子赛跑》《鼠王选婿》《狮子和野猪》《最好

吃的东西》 《见半些不见半些》等。傈僳族幻想故事 《竹笛姑娘》 《石人故

事》《宝葫芦》 《两颗宝珠》 《神磨》等；动物故事 《黄牛脖子的当啷皮》

《老熊的眼睛》 《猴子屁股为什么红》 《獐子和老虎》 《青蛙和老虎的故事》

等；生活故事 《两对朋友》《孩子嘴里吐实话》《两兄弟分家产》《别为新娘

撒旧粮》《兄弟情》《无根的话信不得》《酒酒肉肉不是真朋友》《偷来的酒肉

不香》《贪财人的结果》 《心肠不好的下场》 《孤儿与鹦鹉》 《孤儿复仇记》

等；机智人物故事 《刮家桑的故事》（系列故事），等等。

如果把德宏各个世居少数民族、各个种类的民间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形式上，各个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种类丰富多

样，在一个民族民间故事中常见的种类在另一个民族中都能找到；在内容上，

各个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情节也十分精彩生动。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

有很多常见的类型和母题，常常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比如动物或鬼神帮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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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惩罚坏人 （复仇型）；动物或精灵鬼怪幻化为人，并嫁给男人或者娶女人

为妻 （异类婚型）；受后母虐待的女儿因为一双鞋而改变了命运 （灰姑娘型）

等。毕竟作为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一部分，民间故事的发展也是遵循文化发展

的规律的：一方面，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独立发展的

经历，至少在早期阶段是独立的；另一方面，每个民族之间是相互交流的。

在早期阶段结束之后，传播的发展可能很大程度上超过其自身的发展。德宏

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本身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

到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例如，傣族动物故事 《光身鸟身上为什么没有

毛》，在阿昌族中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故事 《张四方———光骨碌》；傈僳族机

智人物故事 《刮家桑的故事》（系列故事），就和以腾冲为中心的滇西南一带

汉族地区流传的 “谎张三”的故事如出一辙。类似的故事作品还有很多，这

里就不一一列举。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民族文化具有某些

同质性，都共同崇尚和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发展出和其他民族相似的

故事类型和母题；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尤其在文化交流

过程中，采用了其他民族民间故事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所以，我们能在德宏

各个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看到很多普遍且一致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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