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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微评

WEIPING

编者按: 日前，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布了《关于公布2019
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
持项目评选结果的通知》，12类
89个优秀作品、栏目、机构等获
评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
项目。国家扶持政策助力，会为
国产纪录片的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带来怎样的变化？听听
评论家怎么说。

敖木伦河的珍珠采撷不
尽。在成功进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对“喀
左·东蒙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
工作仍在继续。从2008年开始，
当地文化部门又发现了蒙古族
故事家宝颜巴图、索都、乌日娜、
宝香、哈布伦达古拉，汉族故事家
马建友、高延云等。2008年，蒙汉
双语12卷本《喀左·东蒙民间故
事》出版，并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国
家级最高奖、第九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2018年，蒙汉文字
对照文本24卷、总计800多万字
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出版。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也成
为喀左艺术工作者进行各类文
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几十年间，以这些故事
为题材创作的小歌剧、小评剧、
影调戏、歌舞、美术、剪纸、评书等
各类艺术作品层出不穷。

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发掘、保
护与传承的过程，令与会学者极

为震撼。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
俗学会会长叶涛在发言中说：

“在县一级的小城里，能够整理
完成24卷本的民间故事集，这在
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一套
反映辽西农耕蒙古族历史文化
变迁的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巨
作！”同时，它也为学者们提供了
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内蒙古
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众多研
究机构和高校的数十位教授、学
者先后登台作学术演讲，贡献出
一批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如何看待“喀左·东蒙民间
故事”的文化价值？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
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
长朝戈金表示：老百姓在唇齿之
间讲述的故事，其背后有宏大的
文化背景，是辽西蒙古族群众在
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人生感悟，是

社会大众的生活智慧表达，是思
想情感的抒发。在喀左这样的
蒙古族、汉族杂居地区，不同的
文化因素经过数百年的碰撞交
融，呈现出了民族融合的独特面
貌。“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同阿尔
泰语系的其他民间故事、同汉族
地区的很多民间故事都有重合
和相似之处，可以看到文化在
长期流传过程中的彼此影响。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是一个
庞大的故事群，也是堪称煌煌
的文化集成。我们在梳理多元
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历
程时，会从“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中获得很多生动的事例和支持
性个案，它是一种诗性智慧，同
时也是辽西区域民族融合历史
的生动记录。

这些民间故事对于今天的
现实意义何在？江帆认为：蒙古
族的口头文学传统，对辽西蒙古
族民众来说，决不仅仅是茶余饭
后的消遣和娱乐，这些充满生活

气息的民族叙事，生活、历史的
讲述，是一段段民族与族群的历
史记忆被不断浓化的过程。依
托这些故事，辽西蒙古族不断强
化自己的民族符号，形成强大的
民族凝聚力，强化了族的认同，
群的认同。“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犹如一个曲径通幽的入口，导引
着世人走进辽西地区农耕蒙古
族的历史深处，为我们展现辽西
蒙古族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价
值重构的恢宏全景，其价值和意
义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的评
价更有诗意：“喀左蒙古族故事
家好比一座座桥梁，一头连着蒙
古族草原文化，
一头连着汉族
农耕文化，而他
们讲述的民间
故事则像一条
条河流，源源
不 断 地 流 淌
到今天。”

故事中折射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历程

几代文化工作者40年间接续采录24卷本《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以口头文学生动传承辽西蒙古族历史记忆
本报记者 高 爽

9月12日，20余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民间文学和民俗
学者来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参加以“保护、传承与发展”为主题
的“2020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将目光聚焦在“喀
左·东蒙民间故事”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和洋洋800万字的24卷本《喀

左·东蒙民间故事》丛书上。“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是流传在喀左县的一种蒙古族口
头文学，故事家以民间流传的故事、民歌、歌谣、谚语为载体，多侧面地传诵着蒙古
族文化与历史。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有何魅力与特色？如何科学全面地审视、评估这一独具
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如何做好保护、传承，助推其由“遗产”向“资
源”转化？这些既具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话题在会上得到了深入探讨。

2020 年 9 月 12 日，“2020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学术研讨会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举行。此
时，距“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已经过去了14年，距喀左县的文化工
作者对本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开展收集工作已经过
去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的
收集和整理工作就开始了。1980 年夏天，民俗学
者、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到朝阳讲授中国民间文学，
喀左县文化馆工作人员靳宏琴听后深受鼓舞，回去
后就开始了民间故事的收集工作，并发现了 100 多
位能讲数十则至上百则故事的民间故事家。数年
间，五辑的蒙古族民间故事《敖木伦河的珍珠》相继
出版，喀左民间文学宝库之门被打开。

回忆起民间故事收集、整理的漫长过程，喀左县
文化馆馆长佟涛有些激动：“这些年，随着老一代故
事家逐渐老去，收集工作越发艰难。白音爱里一位
90多岁的蒙古族女歌手，已经不能唱完任何一首民
歌，但每次采录她都唱得入神入境、泪流满面。卧虎
沟乡下井村的李丙贤因为年纪较大，听力严重退化，
交流起来十分不便，我们就给他买了助听器。故事
家马建友为我们讲述了147则故事，2008年，《喀左·
东蒙民间故事》前12卷出版时，老人已经去世了，于
是我们为他立了碑，刻上‘东蒙民间故事传承人马建
友’的碑文……”

这些民间故事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几
代文化工作者在40年间始终接续地收集采录？

以故事家中最先被发现的一位——额尔敦朝克
图为例。额尔敦朝克图，东哨乡十家子村村民，讲述
与演唱了 209则故事和 112首蒙古族民歌。故事的
收集者乌忠恕介绍：“有人说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
故事，有唱不完的民歌。有位民歌手不服气，在一次
全县会演时，俩人叫上了号，你一首我一首，谁的歌
先唱完就算谁输。两位歌手从太阳落山开始唱，一
直唱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民歌手的歌唱完了，可额
尔敦朝克图的歌还有很多，两位歌手赛歌的事在县
里一时传为美谈。”

这样的故事家在民间有多受欢迎？乌忠恕
回忆：“每到三伏挂锄或数九隆冬的农闲季节，
附 近 的 营 子 以 及 外 乡 群 众 几 乎 是 不 让 他 落 闲
地这家接那家请，请他去讲故事、唱‘好来宝’，
他往往一冬不着家，直到腊月二十三才能赶回
家祭火。”

靠讲故事就能受欢迎，就能吃上饭。这样的土
地，自然就会孕育出这样的故事家群体。

40年接续完成的
文化收集整理工程

与基层文化工作者收集、
采录故事的工作几乎同时进
行，学者们也“入场”了。

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俗
学会副会长江帆在上世纪80年
代从书中读到了额尔敦朝克图
的故事后，立即被这一独具魅
力的民间故事样态吸引：“这些
故事是用汉语记录出版的，但
从中仍然能够看出蒙古族叙事
的优美。虽然表现的生活场景
落到了辽西，但仍可看到蒙古
族古老叙事传统的渊源和遗
存。故事里运用了大量脍炙人
口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哲人睿
语、格言蒙谚：‘诺谚信不得，湿
柴烧不得。’‘与其骑劣马，不如
拄拐棍儿。’‘驴进了灰堆儿总
想打滚儿。’‘狼咋饿也不吃白
菜。’‘吃掉的青草能长出来，吃
草的牙齿却迟早脱落’‘人只要
活着，就能使金碗喝水’。这些
特色与汉族的民间故事是有很
多相似之处的，但蒙古族的民
间故事更具一种生态之美，因
为他们离大自然更近，他们对
于物的代入，有着游牧文化的
独特认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
说的‘各美其美’”。

“故事是以人为载体的，一
位好的故事家不仅仅是一位讲
述者，而且还是当地的历史、人
文包括生活、礼仪、习俗的集大
成者。应该说，一位出色的民

间故事家就是一座地方民族文
化的博物馆。每一位这样的故
事家的离去，都是一座民间博
物馆的消失。喀左县文化工作
者对地方非遗的保护与深耕有
这样的文化自觉，是令人钦佩
的。”江帆说。

江帆注意到，喀左故事家
讲述的蒙古族民间故事，鲜明
地体现出和草原游牧蒙古族不
一样的特质：“辽西蒙古族是我
国较早从事农耕生产的蒙古
族，他们迁入辽西地区之后，早
期还是以放牧为主要生计，到了
清中期，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
逐渐由游牧转为半耕半牧，最
后完全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生
产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文化
上的转型。另外，迁徙到辽西
的蒙古族，处于汉族文化的包
围中，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故事中，既带有草
原文化的特征，又表现出与汉
族相似的价值观、人生理想。
比如，很多故事的结尾都讲到
主人公过上了好日子，日子怎
么好呢，就是买了很多地，养
了许多肥猪，这样的人生理想
是农耕文化的，与草原蒙古族
是不同的。与此同时，这些故
事中又带有自身所处的生态
区位，也就是辽西地域的鲜明
特色。”

江帆认为，在辽西已经形

成了一个农耕蒙古族的文化
圈，它的边界比较清晰，具有以
喀左、阜新一带带有蒙古族、汉
族融合特色的蒙古族文化为主
体的显性特质。辽西蒙古族口
头文学作品蕴藏量大，内容丰
富，题材广泛，个性鲜明。既守
护着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又
吸纳了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营
养，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可谓
一枝独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和科学价值。

2005 年，国家启动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喀左县在
申报时，接受了江帆的建议，将
原申报项目名称“喀左蒙古族
民间故事”进行调整，改以文化
圈界定，定名为“喀左·东蒙民
间故事”。

2006 年，“喀左·东蒙民间
故事”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518 个项
目中列第 19 位，成为蒙古族叙
事长诗《江格尔》《格萨尔王
传》之外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唯
一入选项目。

一位出色的故事家就是一座地方民族文化博物馆

核心
提示

为纪录片创作助力
刘恩波

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关注纪录片创
作，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这无疑是
雪中送炭之举。

众所周知，纪录片由于受众面较
小，影响力也常常限于比较专业和少数
拥趸支持的范围内，一般来说，它的成
长概率较剧情片、动画片等都低。如果
政府不加大力度扶持，那么纪录片的发
展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就此来说，为纪
录片的生产、创作、人才培养提供一定
的支持，势必会大大促进纪录片的长足
发展和良性循环。

新浪潮大师巴赞曾说，电影是生
活的渐近线。电影从一开始就承担
着记录社会历史、记录生命个体经
历和旅程的艺术功能。可以说，纪
录片以其丰富的生活表现力，高度
逼真、贴近现实的反映能力，精准的
艺术透视力为电影和电视艺术的推进
和向纵深全景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性贡献。

当然，好的纪录片之所以能从万
千生活的表层和现象中脱颖而出，为
困境中跋涉的人们和进步中的社会提
供时代的晴雨表和反光镜，确实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创作者要有
足够的自信、勇气、能力和才情，同时
还得具备相应的艺术创作环境和一定
资金的支援与扶持，否则，不少作品尽
管立意不俗，构想出众，但是由于缺少
内在动力支撑和外部资源的配合，弄
不好就会半途而废。

有时候，资金链条的断裂和缺
失，对于创作者来说，确实构成了不
容低估的前提要素。像日本纪录片
大师小川绅介的团队，尽管义无反顾
地走到了时代历史的前沿，因努力去
尝试表现社会痛痒的敏感点而获得
了理想主义的精神陶冶，但是长期以
来，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劳作，甚至要
靠农民的接济才能度日。这就影响
到创作的心态，后来团队解体也与此
有关。因此，纪录片的发展，有一部
分资金应该由政府买单，就成了题中
应有之义。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文化
主管部门看到了这一需求并且立足实
践，期望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国的
纪录片事业能够一展身手，蒸蒸日上。

促进国产纪录片繁荣
的有力支撑

刘艳妮

最早接触的纪录片，是儿时的《动
物世界》《人与自然》，了解和认识地球
上的各种生命，神奇又美妙，那是一代
人的共情与记忆。纪录片以直观的影
像记录并展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
发展变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艺术价值，近年涌现的一批优秀
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
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深受观
众喜爱。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
布了一批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
项目，并将进一步加大对国产纪录片
的扶持引导力度，这是肯定与鼓励国
产纪录片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国产
纪录片创作生产繁荣的强劲动力与有
力保障。

对纪录片进行制作、播出、产业、
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引导，有利于增强
创作生产的信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提升纪录片
创作生产的整体水平。系列片《手术
两百年》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展现人
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理论文
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全方位展现新
中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伟大历程；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以对比视角
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关联，等
等。这些纪录片在记录和展现自然风
光的秀丽多姿、人文社会的发展变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文化知
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当
代中国的精神面貌，期待在政策大力
扶持下，创作者能坚守初心，努力创作
出更多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的优秀作品。

对于观众而言，这是一场场视听
享受与心灵慰藉的文化盛宴，不妨静
下心来跟随镜头细细品味纪录片的独
特魅力。

文艺微评投稿邮箱
lnrbbffk@126.com

蒙汉文字对照的 24 卷本《喀左·
东蒙民间故事》。

喀左县文化工作者在乡间收集民间故事。 （本版图片由喀左县文化馆提供）

喀左县文化工作者正在做采集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
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发言。

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叶涛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作学术报告。

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江帆
主持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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