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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传古弘今 浩荡荡文苑千秋史

亦应亦谐 沉甸甸松原…部集

时自k 吁

~盲 3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正式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央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十七大报

告、"十工五"规划中都以专门章节对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全

面部署，社会.i: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周面正在逐步形成。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帮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自 2007 年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

为中央金会的议题·…..这一切都预示着，经过近年来的艰苦探索和充分实践，在

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我们日经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广泛。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改变着每γ个城市，更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和精神面貌。可以说，近年来，松原文化的发展繁荣，对于松服这座城市的影响，

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空前的。

iE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搜集、整理、归纳，一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市作协等相关部门编辑出版的，全面、系统、真实记录松原蒙满文化发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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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精髓的地域文化力作……"松原蒙满文化系列丛书"应运而生。

可以说，丛书的出版是松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更是松原的宣传

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之际，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在松

原建市二十周年之际，精心准备的一份厚重的文化大礼，一道华荣的文化盛宴!

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松原文化，特别是松鼠蒙满特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

成为松原文化发展、繁荣、逐步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可赞可叹、可圈可点、可喜可

贺!

松原文化隶属于松江文化班畴，是松辽文化的一条源流，亦是中华地域文化

的…个文系。松原文化既包含了松花江在岸以草原文化和油猎文化为主要文化

类型的蒙古族郭尔罗斯文化，也包含了松花江右岸以渔猎文化和农业文化为主

要文化类型，以满族文化为特色的伯都讷文化。问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

吉林油田的开发建设，以自力更生

文化的…部分ο由此"松原文化"形成了渔猎文化、草原文化、农业文化与当代石

油文化既相对独立又兼容并富的格局。松原成为多文化类型并存，多民族风俗并

存，以蒙满文化为特色，多元文化相融和，且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地方。作为松原

文化的灵魂与精髓，近年来，在众多宣传文化工作者的典间努力下，蒙满特色文

化日组成为提升松原文化软实力的→块白玉基石，成为一张提商松原对外影响

力和知名度的金色名片，成为松原文化在传辑、发展、弘扬过程中不可或缺、不可

替代的精神支撑和精神主导。倒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系统的、全面的、翔

实的关于蒙满文化的专门著述，继 2∞9 年《松原文化述略》等五本"松原文化系

列丛书"出版之后，去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再接再厉，成功推出了这套九卷

本的"松服蒙满文化系列丛书"

这是松原册5史t上规模最大、编著最系统、整理最完整、论述最全耐的…次关

于蒙满文化的编辑工作，编选的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多，作者人数之众，绝

无仅有。丛书共九本，分别是:{郭尔罗斯蒙古族文化>c作者:额鲁特·珊丹)、《郭

尔罗斯掘流}<作者:臼蕾)、《郭尔罗斯蒙古族婚礼歌}<作者:额鲁特·珊丹)、《伯

都讷满族文化概览>c编著:王维宪昭金百强玉回学王晓东)、《满族民俗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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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与传说~(搜集整理:郭凤山)、《松原载满祭祀文化~(编辑:刘淑华李晓东林

宏钮玉文鞠清明)、《满族新城戏艺术~(编著:张来仁李靖杨欣新)、《松原蒙

满文化研究论文选集~(合集)、《郭尔罗斯英雄史诗及叙事民歌~(作者:额鲁特·

珊丹)。这套丛书囊括了关于松原蒙满文化的精品之作，既是一次全面系统、翔实

具体的文化抢救，一次总结成就、品尝丰收的盛大阅兵，又是一次全市文化传承

整理工作期待提高、推陈出新的庄严集合。可以说，丛书通过广阔的艺术表现、深

邃的艺术内涵和元以伦比的艺术价值，充分展示了松原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全景式地描绘了松原蒙满文化的盛况荣景和浓郁风情，进一步展示了松原的文

化魅力，再现了松原的文化洒力，证明了松原的文化实力。

更让我们欣慰的是，从这套丛书的作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代文化工

作者的执着与坚守，也可以着到新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开拓与创新，正是松原老、

中、7守主代文化工作者之间无私的传承与交流，才促成了这套无论从形式上，还

是从内容上都沉甸甸、厚重重的文化丛书的成功问世。松原文化的研究工作后继

有人，衣钵可传，他们认真、执着、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让人感功、让

人敬佩、让人欣喜、让人欣慰。

在由代希腊人看来，文化就是养育的意思。养育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养育一

席城市的道德情操，养宵一个民族的血脉传承，养育…个国家的荣辱兴衰。作为

古老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的→条文系，松原文化向前发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现

代松原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只有挖掘和考察松原文化的历史轨迹，缕析和雕示松

原文化的深刻内涵，判断和评估松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创新和发鹿松鼠文化的现

实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松原文化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软实力。由此可见，

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弘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久边

的战略意义。

这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

文化是无形的，但其显示出来的精神力最却是无穷的。在感受经济飞速发展

的同时，我们清晰的看到，松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步伐更加沉稳矫健、更加铿

锵有力、更加坚实执着……当下和今后，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要做的，就是传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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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文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创造松原文化未来发展的企新境界，让松原紫满文化这

个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松原文化软实力、提高松原城市知名度，让松服文化为

松原的今天和未来，注人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我相信，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一定

会以此为巳任，一定会以此为动力，为建设文化松原、幸福松服服绵薄之贵、尽拳

擎之心、耗一腔之血、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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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凡例:

一、《伯都讷满族文化概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熏耍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以全面、真实、系统、究整为编撰原则，力求科学地反映伯都讷地方

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关于本书涉及的伯都讷的地域范围，系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伯

都讷厅升为新城府、榆树独立设治后新城府的辖境，即其后的老扶余县、抉余市

辖境，亦即今松照市宁江区江北部分和今扶余县所辖区域。

二二、本书记述的内容为伯都讷地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共间创造的

文化，既包含历史上曾经在地方存在井有较大影响的民族文化现象，也包含当代

正在发展繁荣著的包括满族文化在内的地域民族文化;既包含物质文化方面的

内容，也包含精神文化的内容。

四、本书采取章、节结构，以大类划章，章下设节、目和子目 3 个层次;本书设

序吉、绪论和后记 ，iE文分为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信仰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

学、戏曲歌舞、书法美术、文物古迹和名人选介等 9 章 37 节，分别记述。

五、本书记述使用语体文，文风力求简洁、朴实。

六、本书上限辽金时期，个别内容视需要适当上溯;下限 2010 年 12 月 O

七、本书中纪年依统一规定，中华民国前用朝代年号，括性公元;中华民国建

立后(含东北沦陷时期)用公元纪年，不括注民国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周后，

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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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啊文中数字除引文外，原则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计最单位一律使

用公制。

九、收入本书"名人选介"章的地方满族名人，分为"传略"、"简介"和"烈士

名录"主节记述。人物以本籍为主，亦有少数幼时迂人的和参与地方章大政治活

动井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收录的人物排列均以生年先后为序，个别~年来详

者，以其主要活动时代为序"烈士名隶"收扶余、宁江籍新民主主义革命迄今各

期的烈士(以省民政部门认定者为准)，以姓氏笔划为序;烈士出生地依 2010 年

地名称谓O

十、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一般不注出处，特别需要注明的，在文中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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