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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编辑出版说明

我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匮家。

居住在辽阔富饶匡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纬造了我帘的伟

大捏匾，共坷的造了祖国的悠久茄史和 !ill蛙文化。

中国文学，是包括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在岗的中自新有

民族的丈学的总汇。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以其丰富多呆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军

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棋有的钱长和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所有提

族的文学以各自特有的进程，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丰沛的历

史长河。

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揭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喃、互相

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挂号。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

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和提

为深厚、接为丰富的民族特色。

为整理各民族的宝贵文学遗产，继承和发拐各民族的镜秀

文学传统，便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蜀，我的决定编辑出跋这-套《中国少数

员族文学史 I:b 书》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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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书》各卷，枝据不同民主要文学的情埠，分别按史由或

概苑埠述的体供j撰写，统称《中望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组织编撰我望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工作非自今自

始。它经过了-f!{为时不短的历史。 1958年 7 月，中共中共宣

传部召集有关省臣和北京有关单位的同志座谈结写我国少数民

主要文学史文学概况问题，并且确定了第一挝结写书旨和具体分

工，责或中国科学费文学研究所主持整~揭写工作。 1960年 8

月，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第二决少数民族文学史辑写工作崖谈

会，交浇在地缤写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 1961 年 3 月，召

开文学史讨论会，讨论己经完成的10种文学史、 14神文学概龙

中的部分书稿以及缤史工作中的共同问题。 1979年 2 窍，文学

费组织召开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给写工作座羡会，重新研究

并技复中斯多年的编史工作，进一步修订和苦实了工悖计趣。

扭捏会议决定，文学fJf 组织结提出援了我匡第一部包挂55个少

数民族文学模范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毛星主

编，上中下三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殷) ð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于1983年

报请中宣部批准，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交由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费负责。

1984字11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费主持召开第四攻少数民

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组织全国在者亘学术力量编揍

出版《中菌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 ，其后不久，中共

中央宣传部、菌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于1958年联合签发文件，告示认真做好少数英族文学史、文学

者竟在的编撰工作，并批转了此决座谈会的纪要。 1986年10 月，

全理哲学社会科学提划会议确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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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且书》民为(1七五"期前国家重点项吉(课题~责人刘主主

立、邓敏丈〉。撞后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 11 耳主持

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讨论结史工作中的共

民娃学术理论问题，晓确编史的指导患想、基本方针和学术任

务及要求，并且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聘请有关到志组成编审

委员会• i是贵《丛书》各卷的审定事宜。编审委员会吉下列畏

志组成=主任委员 z 对魁立E 委员 2 马签良、王平凡、毛星、

坪结墨、邓教文(兼学术税书〉、回兵、刘宾、关纪薪、多杰

才互、李绪、阿布都秀草午·吐午迪、拉布垣、贾芝、徐昌汉、

蓝鸿恩、照那斯器、樊段。

多年来，有为数众多的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参加了少数民

族文学资料的搜集、整莲、文学吏动研究和编提及出版工作，

他 ~'1 为这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主付出了具犬的辛劳。多年来夫为

捷锤、古书心扶撞、积程领导这一事业的有离扬、何其芳、 贾

芝、毛星、王平凡等闰志。

编撰出)在《中雷少数虱族文学史丛书》是一项芳在娃的工

作。意义重大，自难也多。资料的搜集尚不完备z 口传的和书

面的作品，分析评价还嫌不够t 专题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z

文学发展的历史课索刚刚起步;西旦文学史的学科建设还有赖

于其他有关学科的事己合和协助。在这种情混下. <<总书》各卷

不免存在许多有待今后改进的问题。不当之是希望各界专家和

各族读者提评指正。

中国桂会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989年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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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结论

羌族的民族称谓、人旦

分布租地理模况

羌族自称"/3玛" 作ma) 、 "臼麦" 作me) 、"尔玛"

(xma) 或"尔麦" (xrn时，有19.6万多人。今主要分布在

西川省商坝藏族羌族自治知所属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

将潜县，甘孜藏族自治判的丹已县，绵阳市的北JI[县，贵州省

铜仁专区的江口县、石辞去等地。

羌语属汉藏语系藏播语族羌语支，可分为离北两大方言区。

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的沙坝区、较场区、凤仪区、土门区:汶

Jil 县的或知l 区、绵景区1 理县的通化区、薛城区z 拴潘县的镇

江区。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的赤不苏和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

羌语土语甚多，某些毗邻的村寨之间，语言也不完全梧通。长

期以来，由于羌汉人民的密切交往，在交通沿线或毗邻汉族地

区的羌族人民，除习用本民族的语言外，多道晓汉语。

羌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据考察，羌族很早就已遥用汉

文，如陪唐以来保留在羌族地区的碑文，清代买卖固亩的契约，

皆以汉文记述。明清以来，曾在茂汶兴办炖学，暖收羌民子弟

就学，大大如快了汉文化在羌族地区的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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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分布于青藏高原始边缘，境内黑眼山山眩，群峰耸峙，

河谷深邃，悬崖壁立，亘贯盘结。主峰有巳郎山、嫂子岭、藕

鸪由、 jr.J罢山等，其中九在山高达4200多公尺，终年白雪毡皑，

如银柱撑天，可称壮菇。在万山之中，由民江自北南南蜿蜒南下，

经商检潘、a;县租汶JI[ 全撞。主要河流黑水词与杂谷搞活分结自

在高县、注}II撞内汇入眼江。由于山势弱;屿， ;J(iíÍt浩 i:19 舟握

不通。在高出和半山上，还有一些海子(湖泊〉和温袅，其中

是溪海子风景如画，享有盛名。

二 羌族文学提社会背景及发屡摄况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历史路久影响深远的民族之一。

许读《说文·羊部》释羌"羌，西戎牧羊人也e 从人，

从羊z 羊京声。"

应邵《风传通》说z "羌，本豆豆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

6羌'字从羊、人，齿以为号。纱

摄据上文的记载，可见当时羌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

棋牧羊为生。"羌"当是以生产职业为其族号的。

章纲麟《栓论·序种姓》说z "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

有先零，极乎自兰，其子吐延为羌蔷姜聪所杀，以是知羌亦姜

娃。"①又说z 44姜姓出于西芜，非理芜由于姜姓。"②

羊，与羌人的经济生活密切关联，故有人认为羌人在西北

高原事i羊的历史在银旱很早以前，当旱于华夏人事JI羊的记录，

故殷人给他们取名为羌，应是反映其事l!羊最早的纪实。③

贾遥《国语》注说z V仁工民羌姓" 0 )}居姜姓部落。((~!

语·周语》也说z "苦共工民，……噩防WJI[，堕离埋牢，屈

z 



害天下。"共工民处于洪水为害之挠，饱和他的后裔对防治洪

水夫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语·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戚，炎帝斟姜水威，成

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太平御览》说"持在民姜姓，母曰任娘，有乔民之女，

名女登，为少具妃。带于华蹈，有神龙首感罗女登于常羊，生

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

《易系辞下》说z 炎帝哩j木为藉，揉木为来，未程之莉，

以教天下"。

《注富子·穆务苦11 .尝水草》说=炎帝"J';始教民，播种

五谷'7.

古代羌人，自J}..进入原始在替之后，生活相对稳定，为了

满足生活的需要，于是便开始了陶器的友明、制作，以及医药、

纺织、乐器等等毒草原文挠的创造。如汉文典籍所载=

"神农耕而ff-陶。" @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百

丽遥七十毒。?③

a神农作琴': "神农作瑟"。⑤

a神农之世，另耕而食，妇织团衣"。⑦

这些发明创造，可充分表现羌族原始先民对我国逐步进入

文项社会的巨大贡献。

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鲸妻于有莘f-t之女，

名吕立‘嬉，年壮未草，嬉于敲出，意为人所惑，因w娃孕，到

胁w产高密。家于自羌，地日石纽。石组，在蜀西;11也。纱

《艺文类聚》卷十一与《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寻i皇富谧《帝

五世纪》说z "信禹夏侯民，如i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

3 



芫，西羌夷〈人〉也。读建《蜀本纪》亦称z a离本汶由广柔

县人也，生于石组。"石纽之所在~ <<括地志》说'"茂判坟

JII县石纽出在县西七十二里。，. ((华阳国志》说"石纽，古

汶川郡也。崇f自得有莘民女，治水，行天下，再生离于石纽之

辑JL坪。" <<元和郡县志》说"离，汶出广柔县人交生于贺

儿埠。"乐史《寰宇记》说z "石纽村在今茂如i技)11县北四十

里。" <<汶Jrr县绵捷乡志》说"绵犀乡市五公里处，现属高

m持新店组，与羊店村相交之出即为石纽出，出壁立，石刻‘石

纽出'三个大字仍在。吉为广松交通要道关口，午后风沙特大，

称‘飞沙关乡，成阿公路睦…隧道自夫下过，沿出梁立上，半

山腰一平坦处称牵VL坪。曾有禹庙、各种石刻及茂密森林。现

在辟为耕地，只余石刻 a禹迹"假稀可见，其他各种石刻得号

无人可识，有的已模糊。从飞沙夫沿棋江而下五公里黯大邑坪，

属羊店村，……君有二十一户农民，广柔县治曾指i尾。 η 该乡

志亦载李锡书《石纽出圣每祠碑》说"城南十里自飞沙玲，

结称风龄， liP石纽由也。出生专平衍处，日夸VL窍。有祠吕圣母

裙，年久坦废。……纱并说= "这里是女嬉生禹处。"在攘外

治南，有必禹王宫'\宫门有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于

佑任题字碑，碑吕"明德运矣纱，还留下纪行诗五首。近人章

太炎对禹生石纽、 "羌η 与必姜"都作过研究， "知羌茹姜

姓"。顾葫酣， (<禹羌族中传道之人赞》一文中认为"戎与华

本出一家纷。又《禹与西)11 之关系》一文说主 a夏民族发露于

西北，发祥于黄浦及自吴江上带之地，故黄坷及j民江上游，犹多

夏豆豆之遗迹aη 在结阳市二It}ll县也有许多关于大禹出生地石纽

由、禹穴、部儿坪毛洗JL泄、禹床、高1高等古迹。不过，古今

各埠，多有出入，揭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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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国世纪末、公元前三道纪裙，

秦惠王灭巳、蜀后，便在自民江上带东岸，从今松潘经茂丢东部，

绵阳及温江商地西部，包括今灌县、彭县一带设福民道，以加

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案之设道，是对少数民族市言能。<<后

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z 44冉我夷者，武帝新开。以为汶

山器。……其出有六夷、七羌、九民，各有部落。"由此可知，

在汉代已有羌人部落生息繁衍于此。汉武帝开通西域，童天水、

河西、张接、酒泉西酒，草i隔绝羌人与萌人的来往。比时，部

分羌人又被迫南下。<<后汉书.IDj羌传》说: tmJli 边远有自马

羌、艳牛羌p 东汉时，因蜀艳牛攘外己罩住有古羌人的一支自

猿部落z 魏晋时期蜒江上游已有一支自狗羌，至隋唐时期，他

们住然活动在结到一带;若昌、邓至羌人当其势力壮大之后，

也曾拓地-:fd~江上搭.唐初居住在河兽一带的党项羌人，也曾

因吐蕃房迫，向南迁至拾潘、英县一苦。这些先后南下定居在

蝠江上潺的羌人，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或当今羌族多元一

体的格局o

在相当长的历支支展龄段里，西北诸羌，各自为攻，互不

统露，没有一个担对独立的诸羌统一的地方住政权。其社会发

展也极不平衡。

原在秦代以前，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姜姓部落的羌人就与黄

帝等部落联盟集居有密切联系。商后，羌人与中原民族接触更

为频繁，深受汉文住的影响。秦汉以来，西北诸羌，大规模邱

井流动。进入中累的羌人，基本上是与中原民族融合，未进入

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外，大部分散布在河盖一带，

每中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哥都有不少交往。

摆摆考古友握的资料，断定眠江上游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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