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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成功入
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后，当地对喀左地
区民间流传的故事资源保护与传承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国家及省有关专
家的支持下，喀左县文化部门加大普查
力度，又陆续发现一批民间故事家。经
过精心选编，2008年8月出版了第一部
12 卷本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荣获
2009年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2009年，喀左县文化工作者启动新
一轮东蒙民间故事普查工作。陆续发现
了蒙古族民间故事家武彩云；汉族故事
家高延云；汉族故事家张廷义……

汇总近 10 年的成果，2018 年 8 月，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第二部12卷本正
式出版。

喀左县文化馆馆长、国家一级演员
包向东说：“前后共24卷本的《喀左·东
蒙民间故事》共收录东蒙民间故事1544
则，1000多万字。这是县文化馆文化工
作者40多年努力的结晶。”

除结集出版故事集外，评书名家、著
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入室弟子、朝
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许同贵从《喀左·
东蒙民间故事》中选取故事创作评书作
品，目前已录制了60多则东蒙民间故事。

佟涛有绘画天赋，喀左的非遗项目给
他带来了大量灵感，他采用喀左皮影的艺术

表现形式，选取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中代表性
作品《月亮公主》《森林里的塔呼恨》《金膀雄
鹰》为题材，创作了8幅作品，一举夺得辽宁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最高奖，作品
还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这是一种用非遗
的艺术形式传承非遗的有效尝试。

采访中，还有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人们
更深入地理解喀左的
群众对于当地流传的
民间故事的深厚感情。

从喀左县政协秘
书长位置退休的陈福
奎看到《喀左·东蒙民
间故事》出版后，激动
得几天几夜不得安
睡。他说，他的亲侄
女远嫁杭州。临嫁
前，他抱着视如珍宝
一样摆放在书柜上的

《喀左·东蒙民间故
事》交给侄女，对她
说：“呼恨（意思是女
孩 子）啊 ！ 你 出 嫁
了。阿爸嘎（意思是
叔叔）送给你什么都
觉得轻！只有把这一
箱子从敖木伦河里拾
起的珍珠交给你，才

觉得有价值。将来，你有了昂嘎，有了呼
恨，你住在西湖边的高楼卧室里，把这里
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
他们记住草原，记住喀喇沁，记住敖木伦
河，记住九泉莲花月亮山，记住他们的娜
爷娜奶们，记住书里的巴特尔……这是
阿爸嘎送给你的心里的珍珠！”

用非遗记录非遗 我们的“巴特尔”要一直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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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天下只有白天有太阳，夜晚没
有月亮的时候，敖木伦河岸边有一座美
丽的王宫，王宫里住着脱斡邻勒罕（蒙古
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和他的皇后、
公主。敖木伦河两岸的草原和森林里，
住着勤劳勇敢的牧民和猎人。

…………
“三公主刚出生，就像宝玉一样娇

美，十分惹人喜爱，脱斡邻勒罕比喜欢珍
珠还喜欢三公主。

…………
“听说三公主为了哈良，为了天下勇

敢善良的人献出了光明，都感激地流下
了眼泪。哈良捧出他的宝葫芦，把他亲
手酿造的奶酒倒在铜碗里，跪在山顶上，
双手举过头顶说：‘可爱的月亮公主啊！
请喝下我这碗奶酒吧！’

“牧民和猎人们都一齐跪下来，捧起
自己最心爱的礼品举过头顶，请月亮公
主接受他们最真诚的敬意。”

这是从喀左民间流传广泛的《月亮
公主》中截选的几段文字。故事讲的是
古代蒙古族一位美丽公主同情牧民和猎
人，不惜跑出王宫帮助他们。宫里人嫉
恨并设计害她。公主在逃亡时得到一颗
珍珠，吃下它就能献出光明。为了救勇
敢的猎人哈良和牧民们，公主吃下了珍
珠，化作了天上的月亮，给暗夜中的牧民
带来了光明。

东蒙民间故事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
度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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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长朝戈金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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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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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叶涛赞叹《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创造了
奇迹。他说：“作为一个县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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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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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
长江帆指出：“故事是以人为载体的，一
位好的故事家不仅是一位讲述者，还是
当地的历史、人文包括生活、礼仪、习俗
的集大成者。一位出色的民间故事家就
是一座地方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流经喀左县的大凌河是我省西部最
大河流，“敖木伦”是它的蒙古语发音，喀
左东蒙民间故事最初被誉为“敖木伦河
的珍珠”。

辽西蒙古族民间素有“讲故事解心
闷，猜谜语显智慧”之说，当地民众酷爱
听故事和好力宝（用蒙古语演唱的蒙古
族曲艺曲种）。东蒙民间故事家群体秉
承了蒙古族擅讲乐唱的民族天赋与传
统，在讲故事方面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修
养和艺术天分。他们传承的许多故事
都保留了明显的游牧文化叙事遗风与
韵味，呈现出一种诗性之美。这些故事
一经进入民俗专家的视野，立即被视若
珍宝。

时间回到 1980 年。时任辽宁大学
中文系教授的乌丙安应邀到朝阳讲授民
间文学，当时参加学习的喀左县文化馆
馆员靳宏琴深受触动，主动请缨收集整
理喀左的民间文学。一年后，编印出版
了《敖木伦河的珍珠》第一册。

看到这本小册子，乌丙安满心欣
喜。他在序言中写道：“敖木伦河水从古
到今，流不断头，喀喇沁蒙古族人民的口
头文学也永不断头。这本故事选既然是
第一辑，就必定会由此引出二辑、三辑或
更多辑。我们期待用不了多久，喀左的
民间文学工作者一定会同心同德，继续

到敖木伦河去采珠，把闪着光辉的串串
珍珠献给伟大的祖国。”

受到鼓舞的喀左县文化馆同志们继
续深入乡村调查、采集民间故事。到
1985 年，他们访到民间文学传承人 400
多人，采录蒙古族民间故事 1000 多则，
民歌100多首，民间小戏11出，民谚民谣
近 200 则，编辑出版了《敖木伦河的珍
珠》五辑，并被编印为《中国民间文学集
成辽宁卷·准喀喇沁资料本》五辑。

喀左县文化馆原馆长、研究员佟涛
告诉记者：“我们是带着与时间赛跑的紧
迫感进行喀左东蒙民间故事采集的。”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白姓 78 岁的
蒙古族老阿嬷。在她病重时，默默地穿
上她最心爱的蒙古袍，大坎肩，梳理好头
发又戴上一朵鲜艳的小红花，对围在身
边的儿女说：“我心疼的昂嘎（意思是孩
子）们啊，阿嬷这辈子金银财宝没给你们
留下一块，只有满肚子的瞎嗑，满肚子的
歌，阿嬷不舍得带走它们，我把它们说给
你们听，我把它们唱给你们听。”阿嬷从
早晨唱到天黑，又从天黑唱到天明，说
着，唱着……太阳露红的时候，老人家安
详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老阿嬷的
故事没有讲完，老阿嬷的歌儿也没有唱
完，不无遗憾地走了……

说起故事的采集经历，一个个名字

划过佟涛的脑海：住在喀左县东哨乡十
家子村的额尔敦朝克图，聪明且多才多
艺，不仅农活干得好，还是个技术高超的
瓦匠。他精通蒙古文，懂藏文，会汉文，
能讲述故事209则，演唱蒙古族民歌112
首。有学者将其与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
布并称为蒙古族民间故事长河的“双子
灯塔”。喀左县平房子镇平房子村的乌
日娜，虽只有小学文化，却从小喜欢听故
事，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说会道。她常给
儿女和乡亲们讲故事，深受大家喜爱。
她讲述民间故事 222 则，于 2009 年 6 月
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喀左东蒙民间
故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佟涛说：“县级文化馆资金短缺，但
是我们拥有热情，对传承人关心。农民
是朴实的，当他们理解并接受东蒙民间
故事传承的责任后，也报以同样真情的
支持。”

超百则故事讲述家宝颜巴图、平房
子镇社会福利院马建友……这些人受到
县文化馆同志的资助。不仅如此，每次
去乡下采集故事，县文化馆的同志们都
会给老人、孩子带礼物。有时，老人客气地
说不会讲故事，讲了一两个后就不讲了，他
们就让老人再想想，几天后又去了……一个
故事家的门槛不知迈进多少次，一个个精
彩的故事就这样被挖掘出来了。

口耳相传的故事 民间散落的珍珠

采访车行驶在辽西的公路上。远远
望去，绿油油的秧苗正拔节生长，向远处
丘陵延展的坡地上披着绿装，这一情景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蒙古族汉子牧马草原
的样子。还未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
县，耳朵里便灌满了“喀左民间故事”的
信息。喀左县文旅广电局局长王文军
说：“喀左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及多种文化
融合，使得这里成为发掘口口相传民间
文学的富矿。”

“辽西地区蒙古族主要为蒙古族乌
梁哈部。”喀左县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李国
丰介绍，蒙古族乌梁哈部在明崇祯八年
（1635 年）从阿尔泰山迁徙到东部的辽
西地区聚居，所以辽西蒙古族聚居地又
有“东蒙”之称。明清时期，乌梁哈部隶
属蒙古族喀喇沁左翼旗，主要活动区域
就是现在的喀左县，迄今已有 370 多年
历史。乌梁哈部蒙古族迁徙此地后，历
经生态环境变化及族群人口的快速增长
以及文化融合加速，族群沿袭的逐水草
而居、守草原放牧的生活方式不得不进
行调整，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半耕半牧，
最终全部实施农耕，成为农耕蒙古族。
在此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民众交往日
益密切，蒙古族文化中逐渐融入汉族
的文化观念与意识，游牧与农耕
文化混合杂糅的影响也日益
凸显出来，最终以传统民
间故事的形态被记录
下来。从目前采集
的内容来看，东

蒙民间故事既与蒙古族原生文化盘根错
节，又吸收了汉族与农耕文化的营养；故
事中既有对草原游牧文化的生态认知、
生活习惯、信仰崇拜等描述，也有对农耕
生产和定居生活的描述和认同。

记者一行来到喀左县公营子镇下三
家村，小村庄坐落在大凌河北岸的河谷
中。迎接记者一行的高延云是位和蔼的
汉族大姐。她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在其家族记忆中，先祖于清乾隆年间迁
移至此地。

高延云的父亲高振城在世时，是附
近村落民间艺术团的团长，耍得一手威
武霸王鞭。早些年，高延云在村里搞起
了蔬菜批发，生意红火。有闲暇时间，她
就操起剪刀剪些福禄寿喜和十二生肖等
作品，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久而久
之，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剪纸艺人。

一个偶然机会，高延云收到佟涛赠
送的12卷《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她阅
读后，先是以精彩的民间故事为题材，把
每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总结浓缩成四句打
油诗，再配上最鲜明的画面，用自己独特
的技艺和手法创作岀了150幅民间故事
剪纸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书中的很多
故事并不陌生，母亲李凤贤曾对她讲过，
而且母亲当年讲过的故事，比书上记载
的多得多。

在佟涛的鼓励下，高延云放下剪刀
拿起了笔。白天做生意时回忆母亲当年
讲过的故事，在头脑中把故事来龙去脉
想个大框。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她再
起床奋笔疾书。“那个时间夜深人静，没
人打扰，特别利于写故事。”高延云说，等
写到五点多钟，搞蔬菜批发的商户登门，
她开始忙起一天的活计。

就这样日复一日，她坚持了数年，整
整写满36个笔记本，收录了400多个故

事，还口头讲了300多个故事。2018
年出版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用

22、23 两卷收录了她收集、整
理、写下的故事 117 则。喀

左县授予她“喀左东蒙民
间故事剪纸艺术家”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传承人”“民间故
事家”等光荣称

号。

故事里的人和事 游牧农耕生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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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延云根据故事情节剪的荷花。

佟涛以东蒙民间故事《月亮公主》为题材制作的皮影艺
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