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

以满族说部为例

高荷红

内容提要 ：
继 2 0 世纪 5 0 年代发起大规模的 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 史调 查 ，

8 0 年代完成
“

民族民间 文艺十套集成
”

的搜集工作 ，
2 1 世纪以 来对文化事业影响 比

较大 的 囯 家政策乃至世界性的 大环境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我们发现 ，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级传承人体 系 中 ，
传承人在享有所给予 的权利 的 同 时

，

还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 能够获得 囯 家级传承人的称号首先需要文化部 、 专 家学者的

认 同
，
而这一切对该民族的 民族认同 、 民族感情的凝聚都是有意义 的 。 文章以满族

说部 囯 家级传承人富 育光的个人经历 ，
来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 中 国 家话

语与传承人之 间 的博弈 。

关 键 词 ： 囯 家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满族说部

从全国 范围来看 ，
2 0 世纪对民 间文化有组织有领导的 大规模调查有两次 ， 第

一

次是

1 9 5 5 年至 1 9 6 2 年间进行的 民族识别 ，对各少数民族的 民间文化做了全面详尽的调查 ；
第二

次是 自 1 9 7 9 年起由 文化部 、 国家民委 、中 国文联及相关艺术家协会联合开展的
“

民族民间文

艺十套集成
”

志书的编撰 、普查及研究工作 。

“

十套集成
”

涵盖了戏曲 、
民间音乐 、

民间舞蹈 、曲

艺 、民间文学 5 个艺术门类的 1 0 个领域 ，搜集的各类资料极其丰富 。 物质文化遗产普査

是 2 1 世纪之初进行的
一

次大规模 的文化普查 ，是掌握全国及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状

况和了解民情民心的重要手段 。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规模普查之后 ， 已公布了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 名录公布后还

公布了享有该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
2 0 0 6 年 ， 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 5 1 8 项 ，

2 0 0 7 年 ，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传承人名 录为 2 2 4 名 （ 民间 文学 、杂技与竞技 、 民间

① 中 国 艺术研究 院 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编《 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 ，
北京 ： 文化 艺术

出 版社 ， 2 0 0 7 年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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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美术 、
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医药 ） 。

？当然并非每一项都是一一对应的 ， 以民间文学为例
，
第一

批 、第三批 、第四批民间文学都为 3 1 项 ，
而国家级传承人为 3 2 人 、

2 5 人 、 2 0 人 。

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 申报还是国家级传承人的 申报都不是简单的过程 ，

一

般

都是由文化部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申报 ，项 目的 申报包括七个部分 。 国家级传承人的 申报需

要由传承人填写的项 目有 ：个人简历
；传承谱系 ；

学习 与实践经历 ；
技艺特点 ；

个人成就
；授徒

传艺情况 ；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情况 （展演 、宣传 、讲座等 ）
；持有该项 目的相关实物 、资料情

况
；为该项 目的保护传承所做的其他贡献等方面内容 。 而选择哪个项 目 、哪位传承人进行 申

报多半是由 当地文化部门决定的 。从申 报到最后的批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
一

批国家级传

承人的获批就经过了从地方到国家多个部门 的工作 ，

“

首先是各地积极组织 申报工作 ， 认真

准备申 报材料 ；其次是在个人 申请 、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审核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 审核评议推

荐的基础上 ’ 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工作规则和文化部办公厅

《关于推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的通知 》 （办社 图 函 ［ 2 0 0 7
］ 1 1 1 号 ）要

求
，文化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全 国 3 1 个省 、 自治区 、直辖市及相关部 门推荐 申报的十大类 ，共

1 1 3 8 名 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材料 ，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审议
；
再次 ，专

家评审会和评审委员会根据其掌握技能情况 、 代表性
、
传承能力等进行认真评审和科学认

定 。 通过两轮评审 ，
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才得以产生。

无疑 ，
无论是确定

“

非遗
”

的项 目还是传承人 ， 专家委员会都是具有最终话语权的 ，而专

家委员会是 由文化部 、财政部和国家民委 、中国文联等有关部委各学科专家组成的 。 这些来

自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专家掌握了话语权 ，
而传统文化及其承载者 ，则成了有待主管部

门和学术界评估 、认可和命名 的对象 。在实际的工作中 ，根据规定的 申报程序 ，从最基本的 申

报开始 ，文化的承载者就没有发言权 。

Ｓ 前 ，

“

非遗
”

代表性名 录和传承人体系都有 国家和省 、市 、县四级 ， 国家级为最高级别 。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 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 ，并在
一

定区域 内具有较大影响 ；积极开展传承活

动 。

3 5

同时 ，
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

开展传承活动 ，培养后继人才 ；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 、资料 ；

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査 ；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

① 国 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第二批 、 第三批 、 第 四批分别公布 于 2 0 0 8 年 、 2 0 0 9 年 、 2 0 1 2 年 。

② 《文化部 办公厅关 于公示第
一

批 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 目 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 单的 公告》 ，
见中 华

人民共和 国文化部官网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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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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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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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丨 4 年
1 1月 2 5日 。

③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非物质 文化遗产 法》第二十九条 ，
见 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部官 网

， ｈ ｔｔ
ｐ

： ／／ｗｗ． ｍｃ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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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 年 5 月 2 4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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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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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 正如很多学者探讨过的 ，选择评判的权力在各级文化机构和各级专家委员会 。认定代

表性传承人的不同批次 、
不同级别 ，意味着传承人之间等级的差异 。 同时 ， 官方认定的传承人

由于其官方渠道而被赋予合法的权威性 ，
也影响了外界对于传承人地位 、技艺水平的判断 。

然而 ，
不可否认的是 ，

无论是
“

非遗
”

项 目还是代表性传承人的 申报 、评审以及纳人名录体系 ，

都是各方利益博弈 的结果 。 官方的认定与民间 的认同 ，往往存在着
一定差异 。 由于官方认定

制度的介人 ，在官方指定的传承人与其他具有丰富民俗生活体验 、未被官方认定的传承人之

间
，
不仅构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 ，对

“

非遗
”

的传承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同时也改变了

“

非

遗
”

传承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生态 。

②

传承人 ：从省级到国家级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有 的项 目是因人而设的 ， 自 然会出现

人亡歌歇的状况
， 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为文化部门所重视 。 在四级传承人体系中 ，无论是县

市还是省级都需要省 内专家 的评定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程序

要复杂
一些 。 推荐表需要推荐省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议 ，

一

般而言 ， 被推荐人应为省级

传承人 ，
而选择谁为传承人是由 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确定的 。如满族说部传承人省级传承人有

9 位 ’吉林省文化厅在 申报第一批 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选择了富育光和赵东升 ， 但因二人一

个为萨满教专家广为人知 ，

一个是中 医都未通过 。 时隔五年
，
在推荐第四批候选人时吉林省

仅选择了富育光 ，最后获得文化部的批准 。 可以想见 ， 另
一位传承人在文化部门 的决策下与

国家级失之交臂 ，
也许会产生心理上 的难 以平衡 ，

也许会影响对传承人职责的履行 。 更多非

常优秀的民 间文化传承人因各种原 因仍然为省级 ； 有的极为突出的传承人因所传承的项 目

为市级或省级而无法位列其中 ；有的 因不关心文化部 门的相关信息而痛失 良机 ；
还有被文化

部门取舍之后的遗憾等等 。

这种 四级体制人为地将传承人分出几等 ，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传承人的积极性 ，
也留给

了他们向更上一级争取的积极性 。 如市级传承人希望能有机会成为省级传承人 ，那么重要的

一点就是很好地履行传承人的职责 ，能够开展传承活动 ，
培养后继人才 ，

如果他们做得好 ，
使

得传承谱系清晰化 、
年轻化 ， 能够推动该项遗产进入省级名 录 ，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省级传承

人 。 而操作过程中也容易 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 ， 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

富裕三家子满语
”

为

例 ，

2 0 0 8 年 4 月该项 目 被纳入齐齐哈尔市第
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2 0 1 0 年富裕县人民

①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非 物质 文化遗产 法》 第三十
一

条 ，
见 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部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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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 年 5 月 2 4 日 。

② 刘 晓春 ：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若干理论与 实践 问题》 ， 《思想战线》 2 0
1 2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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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政府认定了 1 6 位资深的满族语言文化传承人并颁发了证书 ， 每人每月 给予 2 0 0 元的奖励 ；

2 0 1 3 年 ， 由该项 目衍生 的
“

三家子用满语讲民间故事
”

通过专家评审成为省级项 目 ，省级传

承人却另有其人 。 由此对三家子的 1 6 位满语传承人产生了 巨大冲击 。

传承人具有极大的带动意义 ，
因为 国家会给予

一定的经济补偿 。级别越高声望越高经济

补偿也越高 ，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规定了传承人若不能履行相应的传承义

务和丧失传承能力可取消并重新认定的制度 ， 这样对省市
一

级的传承人就有
一

定的促进作

用 。 当然
，
Ｘｔ有的传承人来说 ，

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一名号带来的意义 。 如富育光认为满族说部

能有国家级传承人是国家对这
一 民间文学类别的肯定 ， 对继续传承满族说部有着非凡的意

义
，
也对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 。

传承人富育光解读

满族说部传承人有省级和国家级 ，
省级传承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 、吉林两省 ，每年 由吉

林省文化厅负责保护事宜 ， 国家级仅有富育光
一人。 富育光

一共掌握 1 8 部满族说部 ， 家传的

有 5 部 ，分别为 《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 》《东海沉冤录》《苏木妈妈 》 《顺康秘录 》 （或称 《扎

忽泰妈妈 》 ） ；
由他人说唱 ， 富希陆记录 、整理的有 4 部 ， 为《天宫大战》 《恩切布库 》《雪妃娘娘

和包鲁嘎汗 》《西林安班玛发 》 ，这些都先后传给了富育光 富育光本人搜集的有 9 部
， 《乌布

西奔妈妈 》《鳌拜巴图鲁 》 《两世罕王传 》 《忠烈罕王遗事 》《傅恒大学士与窦尔墩》 《松水凤楼

传 》《黑水英豪传 》《雪山罕王传》 《金兀术传 》和《萨哈连船王传》 。 申报推荐表的相关内容是由

富育光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 ，这不仅是他多年来从事满族民间文化调查研究 、萨满教研

究
，
并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结果 ，

而且是在文化部某些专家的影响下填写的 。 我们通

过其中各项内容 ，可以对其成为国家级传承人进行学术解读 。

“

传承谱系
”

中概要地介绍了三百多年来富察氏六部说部的传承脉络 ，
其中重点为 《萨

大人传ｈ

我姓 满族富 察氏 ，

正黄旗 ，祖上康熙二十二年 （ 1 6 8 3 ）奉 旨 由 宁 古塔（今宁安市 ）

北戍瑷珲 ，传至我辈十 四代 ，
三百二十九年 。 曾祖发福凌阿咸丰朝侍卫 ；

太爷伊郎阿

① 富育光对 《萨 大人传 》和 《雪妃娘娘和 包鲁嘎汗 》还进行 了 有意识地后 续调 查和搜集 。 富 育光搜集 的

《
七彩 神火》 中有赵 法师讲述 的 关于康熙 东巡时 的故 事 ， 与 萨 布素也有

一点 关 系 ，
后 来他将这三篇 故事加入

到 其讲述的 《萨 大人传 》中 （
见

《萨 大人传》 ，
长春 ： 吉 林人民 出版社

，
2 0 0 7 年 ， 第 6 3 1 

－

6 3 6 页 ） 。 1 9 8 3 年
，
富 育光

又到 爱辉镇西 岗 子村
，
听叶福 昌讲 萨布素传奇故事 ，

他认为这是 富察氏家族 的传本 ，
叶福 昌老人讲的 是雅克

萨战争 中 萨布素的 英 勇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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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同 治 、光绪 两朝瑷珲 副都统衙 门委哨官 ，
通晓俄 罗 斯及北方 民族方言土语 ， 大半

生从事边疆要务 。 1 9 0 0 年庚子 ，在 大岭与凤翔将军抗俄殉难有功晋三品街 ，
长子德

连世袭拨什库 。 （ 《
瑷珲县志 》有栽 ） 。我家至今老辈人能说满语、供祭家传满文谱煤 、

沿袭续谱祭祖古礼。 阖族不 忘祖德
，

“

每岁春秋 ，恭听祖宗乌勒本 ， 勿 堕锐志
”

，
缅怀

本 家族著名 抗俄将领萨布素老英雄 。 凡婚嫁 、丧葬 、 祭礼毕之余兴 ，
必 由族 中 长者或

萨 满述说开拓 北疆之艰 ，
颂 唱 富察氏 家书 《萨 大人传 》 ，

激励儿孙
，
遂成传统 。 解放

后
，
传讲说部之习 不 改 。 我族传承谱 系是 ：

传讲《 萨 大人传》三百年 ， 首创 自 康熙五十 年三 （ 1 7 1 1
）代祖果拉查 ；

四代祖嘎哈

延请 萨布素后裔并京 中族瑞再修《 萨大人传》 ；

六代祖达期哈增修定稿 《萨 大人传》 ，

传 藏世代 长子袭
；

八代与 九代缺失
；
十代祖发福凌阿倡讲《 萨 大人传 》 ；

十一代太爷

依郎阿承袭 《萨 大人传 》及传讲 《雪 山 罕 王传 》《付恒大 学士与 窦 尔敦 》等
；
十二代祖

父 富察德连承袭 《萨 大人传》及 《雪 山 罕 王传 》《付恒大 学士 与 窦 尔敦 》等
；
祖母郭 霍

洛美容 ，
出 身 于满 洲 齐 齐哈 尔郭 氏名 门

，
通晓女红书文 ，

擅长歌舞 ，
在娘家带来 《飞

啸三巧传奇 》《东 海沉冤录 》《
雪妃娘娘与 包鲁嘎 汗》等满族说部 。 十三代家 父富希陆

承袭《 萨 大人传 》与其父 富察德连和其母 口传之全部遗产
；

二姑及二姑 父张石 头 ，性

格开 朗 口 才好
，
在我祖母影响 下 ，

也擅长讲唱说部 。 我父 富希陆先生能记忆祖传许

多篇说部 ，
与我二姑父与他常在一起切超和协助追忆说部有很大 关 系 。 十 四代传人

长子富育 光 ， 另 三子富亚光 、
张石 头长女表姐张 月娥 （现年 8 2 岁 ）和小 儿子张胜利 。

我 因在长春工作 ，
亚光弟 与他们来往 密切 。 父富希陆先生 身体很好 ， 1 9 7 7 年冬突染

病
， 自 知年寿 不永 ，

函 召 我们返里 ，
病 中 常为 家传说部未能吐尽而慨叹 。

1 9 8 0 年春

病骂 ，我与世光弟速归 ，
病 中老人口述 《 萨大人传》 ，

殷嘱光大之
，
呕心 践之 。 5 月 病

逝
，
享年 6 9 岁 。

？

满族说部传承脉络在被调查过程中都非常清晰 ，这是调查者有意为之的结果 。 值得称道

的是富育光先后写了 多篇满族说部传承的文章 《满族说部调査 （

一

） 》 《满族说部调査 （二） 》

《满族传统说部 〈松水凤楼传 〉 的流传与采录》《满族说部的传承与采录
——

〈鳌拜巴图鲁 〉
、

〈傅恒大学士与窦尔敦 〉 、 〈扎忽泰妈妈 〉 》 ， 在出版的每一部跟富育光有关的说部的开篇都附

有他撰写的传承与采录情况 。

富育光充满感情地讲述了 自 己
“

学习及实践经历
”

，重点是
“

乌勒本
”

的学习和实践 ，

“

乌

① 富 育 光申报第 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 国家级传承人文档 ，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笔者在富 育光 家 中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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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勒本
”

与满族说部之间有异有同

我从小在奶奶 、 父母和族 中长 辈膝前长 大 ， 直到 二十二岁考入大 学 ， 才远 离 开

黑龙江畔大五家子故 乡 。 那里地处边陲 ， 保持着满族人固 有的语言和 习俗 。 想 当年

最诱人的盛举 ，就是聆听妈妈 、玛发 、 萨 满和族 中推选的 师傅们讲唱说部
“

乌 勒本
”

，

沁人肺腑 ，
听也听不 够 。 我就是在 那温馨 、 古朴的氛 围 中被 熏陶 ，

度过难忘的 少年和

青年时代 。 我受长 辈影响 ， 非常尊敬为 家族讲唱说部的人 ，
把他们看成圣人 ，

跟随学

说 学唱
“

乌 勒本
”

。 那时 ，
只要 用心 ，机会很 多 。 因 为 家族隔三差五就有盛会 ，

不仅阖

族乐 聚 ，
就连附近的 鄂伦春 、达斡 尔

、
汉族叔叔大 爷们 ，

都划 船 、骑马赶来
，
热 闹 异

常 。 凡有此事 ，我都在奶奶怀里 专心默记古歌古谚 。 我打小聪明伶俐
， 痴迷学 习

， 总

像个小大人
一样努 力仿效

，
学说

“

乌勒本
”

，
晚上睡觉奶奶从我衣裳里掏 出 不 少提示

助记用 的 小石子
，
倍受奶奶 、爸爸的慰藉和宠 爱 。 又 因为我从小在奶奶 身边长 大 ，对

我影响甚大 。 我非常 崇拜奶奶 ，

她是全家族德 高望 重的满族说部
“

乌勒本
”

传人 。 她

每逢说唱说部 ，
总喜欢我在身边 。 奶奶 出 身 名 门

，
记忆力和 口 才好 ，

能歌善舞 ，
从她

娘 家带过来几部满族说部 。 我父亲 富希陆先 生
，

从小 受她教育 ， 不 图 官宦 ，
安 守农

村 ，
用 满文为 同族写谱书和 萨 满神本 、讲唱

“

乌勒本
”

。 她的二女婿
、 即我的二姑父张

石 头
，在她培养下也是

“

乌勒本
”

说部传人 ，在瑷珲和孙吴 两县颇有名 气 。 我就是在

这样家庭中 成长起来的 ，
从小会说《音姜 萨满 》和 《萨 大人传》说部段子 ， 受到 本族二

叔和叔叔们夸奖 。 在逢年过节的 风雪 天
，
跟随过大人们 坐上大马爬 犁去外屯说唱说

部 。 1 9 4 6 年春至 1 9 4 7 年春 ，我在去黑河 中 学读书 离开故 乡 前 ，在大五 家子 、小五 家

子 、蓝旗 沟 、 下马 厂村 屯 ，都参与过族 内或族外的 年节歌会 ， 讲唱 满族说部各种段

子 。 我学会压场子 、转调 、单挑儿
，
被公认是族 中擅讲满族

“

乌 勒本
”

的
“

小 涉夫
”

（ 小

师傅 ）
，
直到 1 9 5 0 年我在黑 河完 小 当教员后 ，

族里每有重 大 活动还找我回去
一块说

满族说部 。 我热 心 于满族说部 ，
是牢记奶奶 曾说 ：

“

学说乌 勒本 ，
要有金子一样的嘴 ，

有一颗爱族的心 。

”

我暗下决心 ，像父辈
一

样 ，

献身 于 民族文化 。 1 9 5 4 年秋 ，
承蒙全

村推荐 ，
送我调干考大学 ，得到 所在单位黑河专员 公署总工会 党委特批 。 天随人愿 ，

我没有给故 乡 丢脸 ，
考上 了 东 北人民 大学 ，

毕业后按我的 志愿从事民族文化抢救大

业 。 童年 时代的影响 ， 青年时代训海 ， 多 少慈祥可敬的面孔和声 音 ，
朝 夕鞭策我 ，

不

可偷 闲地去 为 传承 民族文化苦斗 。 往昔经历给我打 下刻骨记忆 。 所以 ， 在我投身 于

① 其 异 同详见 高荷红 《满族说部传承研究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1
1 年

， 第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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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族学研究 中 ， 总是向 组织向 同 仁大声 疾呼 ，
不懈努力 ，

把我从童年时候就积

聚起来的 中 国北 方生存记忆 史 ，全部 口 述出 来 ，
记录下来 。欣逢盛世 ，

为我 开拓 了 坦

平大道
，

三十 多年来我风雨无阻地一直向前走着 。

①

最引人注 目的是富育光填写的
“

满族说部
”

的技艺特点部分 ：

满族说部是满族先 民世代生存记忆的 口 述史 ，
是对先 贤和氏族英雄的礼赞 ，

不

同
一般讲

“

朱奔
”

（ 瞎话古 曲 ）
，
崇 高 而神圣 。其传承特征 ，

正如《太平御览 》
称

：
满族 自

古
“

无 文墨 ，

以语言 为 约
”

， 代代 口耳相传 。我从小学说说部 ， 熟 知三大技法 ：

“

布亚 昂

卡
”

（
小 口

） 、

“

安巴 昂卡
”

（ 大 口
） 、

“

它莫 突
”

（记忆符号 ） 。 我在长辈教育和影响 下 ，
七

岁 乍 学唱说部时 ，

就是先跟大人说唱 学说
“

小 口
”

的说部
“

引 子
”

（雅鲁顺 ）或小段《
尼

姜 萨玛》等练嘴 巴 。 及长
，
在奶奶和 父亲诱导下 ’

学说
“

大 口

”

， 即
“

放说
”

《 萨 大人传 》

《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 》等 长篇说部 ，我学说之初深切体会 ，
满族说部是祖上 留传下

来教育 儿孙的百科全书 ， 洋洋大观 ，有的能说上数 月
，
必须有驾驭能耐。 这就全靠助

记物 ，俗称
“

它莫 突
”

。 父亲教我密窍 ：

“

学说或记忆说部 ，
万 变 不 离其 宗

，

一定牢记

‘

抓骨 、入心 、 葡 萄 蔓
’ ”

。 抓骨 ，
就是要理解和驾驭说部核心要点 ，

关乎壮胆 、成功与

失败 。每部 虽 皆庞然 可畏 ，
但其 内核却如 同

一条长龙 ， 有一根脊梁骨通贯全身 ，
由 它

再统揽头 、肋骨和四肢 ，
内 容 自 然就会摆弄清楚 。 讲起说部来 ，

犹如大元帅稳坐 中 军

帐 ，
不 乱不慌 ，

谈吐若定 。 入心 ，
关乎全局效果 ，讲唱说部必须全神贯注 ， 身 心投入 ，

才会激发生成喜怒哀 乐 忧恐惊 ， 自发调动起滔 滔记忆和表演 才华 ，抓住听众的 心 。

所说
“

葡 萄 蔓
”

， 系 对
“

抓骨 、入心
”

密 窍记忆法的 高超总结 。记忆或讲述长篇说部 ，
如

同 吃吐大 串 葡 萄 ，
总 蔓是全故事 ’ 蔓上每一挂葡 萄都是全故事的 分支 细节 ，

一定掌

握好各环节和分寸 。 由 总蔓切入吃吐 ，
进入葡 萄挂 中

一粒一粒地吃吐 ，
吃吐一挂再

吃吐一挂 ，循序渐进 ， 缓缓紧扣地吃吐完毕 。说部强调说唱 结合 ，
以说为 主 ，

古有蛇 、

乌 、 鱼 、狍皮蒙成之花鼓 、扎板 、
口 弦 （给督罕 ）伴奏 ，佐以堆石 、 结绳 、积木等法助记 。

记得先父 曾讲过奶奶留 下的一首摆弄嫩江 宝 石就能说
“

乌勒本
”

的 口 诀 ：

“

紫纹龙鳞

奇石块 ，
红黑黄白模样怪 ，喜笑怒骂全都有 ， 外加条穗一大 串 。

”

父亲戏称
“

石 头书
”

。

我 富察氏家族 ， 清代有满文 《萨 大人传 》文本 ，

一直传藏到 民 国 时代 。后来 ， 多 次撰写

过有汉文的大 小满族说部手抄传本 。

① 富 育光 申报第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 家级传承人文档 ，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笔者在富 育光家 中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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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能熟记众 多 长篇说部 ，
因我从小说满语

，
考入大 学后又攻读满 文 。 说唱

“

密 转
”

除父 亲传之夕
卜 ，本人多 年来独立创造出绘 图制表法和卡 片 襄助记忆 ， 即可见

图悟出
，说写 自 如 。

？

三大技法
“

布亚昂卡
”

（小 口 ） 、

“

安 巴昂卡
”

（大 口 ） 、

“

它莫突
”

（记忆符号 ）
；

“

抓骨 、入心 、葡

萄蔓
”

及
“

乌勒本
”

的 口诀 ，这些有助于记忆的方法是富育光祖辈传承的总结 ，跟 口头诗学中

艺人的学艺过程相似 ，
也从另

一

方面佐证了富育光何以能将篇幅如此宏大的说部讲述记录

传承下来的原因 。 当然 ， 富育光体悟出的
“

绘图制表法和卡片襄助记忆
”

成效更大 ，笔者在富

育光处看到几乎每一部说部都有这样的表和卡片 。

作为传承人 ，富育光需要履行义务包括开展传承活动 ，培养后继人才 。 从他为省级传承

人时就开始 自觉地考虑传承收徒 ，成为国家级传承人之后他的 自觉意识更为强烈 。 目前他有

4 位传人 ，

一

位是本家族内部的人富育光的侄子来传承 ，

一

位以满语传承 ，
两位考虑音乐方

面的传承 。

2 0 0 7 年 ，我 回黑龙江省黑河市故 乡 拜访族人 ，
述说祖传说部 已被 国 务院批准

为 第
一批 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福音 ， 叩拜族谱与祖坟 ，

不 辜 负 国 家的 关怀

和期望 ，做好传承与保护 ，在四嘉子村 ，
与胞弟富亚光 阖 家商议 ， 因 我 月 娥表姐和我

们 兄弟年 事 已 高 ，本家族说部《 萨大人传 》等 的 传承 ，

交 由 亚光弟 第二子富利 民承

继
，
为 第十五代传承人

，

他聪明好学
，
有弘扬本民族文化热 情和责任心。

富利 民侄儿是我的第 一传人
，
除此

，
在北 京 、 吉林又培养 了说部传人。

②

因为家庭生计问题 ，虽然富利民很希望传承该说部 ， 目前未能传承下来 。 而家族外对此

感兴趣的还有 ：

宋熙 东 ，
3 6 岁 ，

满族正白 旗
，

北京 市个体满族歌唱 家 。 他通晓满语 ，
2 0 0 1 年初 以

来 ， 背着 乐 器和行囊 ，
长期深入北京 、辽 宁 、 吉林 、黑龙江省 满 族聚居地 区 考察满族

古文化遗存 ，
记录 民间 满语和满族古歌古谣 ，

颇有成就和影响 。
2 0 0 7 年 3 月 ， 闻 悉

我在进行满族家传说部的调查和录音后 ，
他来我 家 ， 看到许 多遗存文物和满文资

① 富 育光 申报第 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 国家级传承人文档 ，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笔者在富 育光家 中抄录 。

② 富 育光 申报第 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 国家级传承人文档 ，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笔者在富 育光 家 中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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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决意拜我为 师 ， 学唱 满族说部 《萨 大人传 》 ，
传讲满族说部 《萨 大人传》 ，

是我的 满

族说部的传人 。 为 了讲唱 满语更准确 ，他从 2 0 0 1 年 以来几次赴黑龙 江省孙吴县四

季 屯村 ，
向我儿时的故 乡 长 辈 ，我尊称何世环奶奶学 习 满语 。 老人现 已 8 3 岁 齿 ，

仍

在说流畅的满语 口语
，是故 乡 中能说满语的寥寥 少数几位长 老 。 熙 东就住她家 ， 像

亲孙子一样 ， 学唱讲述满族说部 。 现在他能 用满语讲唱 大段《 萨 大人传》 ， 多 次在北

京 、长春 、哈 尔 滨 、 内 蒙古等地讲唱 ，
获得好评。

？

宋熙东跟随富育光学习 《萨大人传 》

一些篇幅段落 ，
经过努力练习背诵 ，后来得 以在很多

大小场合为专家展示过 。

富育光还收了两个徒弟何新生父子 ，

二人主要从音乐方面着手 ，
意在尽可能恢复满族说

部讲唱曲调和定场歌（ 雅鲁顺 ） 。

我们看到整个 申报表逻辑清晰 ，
理论性很强 ，传承谱系梳理得很清晰气尤其是便于记忆

的 口诀和技艺特点的总结更与学界 口头程式理论相契合 。 这与富育光一直致力于满族文化

的搜集 、整理 、研究 、推广 ，有较强的学习意ｉ只及与学者间的互动沟通能力关系密切 。

辐射圈 ：传承人的影响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富育光执著于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作为耄耋老人 ，他声望高 ，荣

誉多 ，著作等身 ，对他而言 ， 国家级传承人每年的经济补偿应不是他考虑的主要 因素 ，究竟为

何呢 ？ 经过与他的沟通交流我认为 ，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成为满族民间文化代言人 ， 通过

掌握巨大的话语权使得满族说部文本经典化 。 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 ，
他已成为满族民族文化

符号的象征 。 目前看 ，富育光为满族说部之贡献或称之为影响可分为几个方面 ：

1 ． 回归传统

相较于几千万的满族普通民众 ，满族及其先民留下来的 四十余部说部逾千万字 ，但仅在

东北三省 、河北省几个县乡个别村屯内流传传承
，
掌握该传统的是极少数的民众 。 近年来随

着满族说部的集中出版
，
还有学者调查研究 的深入 ，

满族 民众开始恢复对满语的热情 ，
对满

族说部的认同感逐渐加强 。 黑龙江省黑河市红色边疆农场 即富育光儿时生活之地大五家子 ，

该地满语作为 民间交流语言仅有
一

、两位老人 ， 他们能够讲述个别单词 ，
富育光近年来多次

回大五家子调研 ，
与民众交流 。 在此影响下 ，

2 0 1 3 年笔者再到大五家子调研时发现 ，
满语单

① 富 育光申报第 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 国 家级传承人文档 ，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笔者在富 育光家 中抄录 。

② 据 富 育光本人所述 ，

这是他依据刘魁立 、 刘锡诚先 生的 建议而形成的 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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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词的恢复和满语的学习 已经成为当地 5 0 岁 以上老人的重要活动 ，
他们时常聚在

一起用满语

讲述现在和过去的生活 。 而满族说部 、乌勒本辽宁新宾也从 2 0 0 7 年的无人知晓
？

，
变成 2 0 1 4

年传承人的有意识依附 ，他们将满族说部 、乌勒本纳入当地民间文学的类别之中？

满语原为满族说部传承的主要媒介 ， 现在民众有意识地恢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满族

文化传统的回归 。

2 ． 获得学术界的尊重和认同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行走在满族乡 屯中 ， 富育光充分了解并掌握了满族说部在 民间的蕴

藏分布图 。 在搜集保留了大量的满族说部文本的基础上 ，他积极协力推进了满族说部进人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在满族说部文本出版之前 ，
他撰写多篇论文界定满族说

部 、乌勒本的概念 、构建其学术体系 ，勾勒每
一

部文本的传承脉络 。 而学者对满族说部 、乌勒

本的认知都不可避免深受其文之影响 ，遵从其对满族说部和乌勒本的概念和解读 ；
对他的访

谈内容也成为诸多学者撰文之依据 。 尤其在成为国家级传承人之后 ，富育光本人依旧奔走在

满族聚居地 ，对满族说部的传承投入了更多精力 。

3
． 依靠新媒介传播方式

满族说部传承人有文化 、有书写 ，能够将满族说部世代传承下去 ，关键在于其家族对文

化素质的重视 。 另一方面 ，听众的存在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满族民众对长篇说部

的喜闻乐听 ，
就没有满族说部长期流传的沃土 。进入 2 1 世纪 ，

这种传承方式已不仅仅依托传

统方式 ，新型媒介的使用使得满族说部超越 了乡土社会的传播 。

如富育光的徒弟何新生利用他的工作之便 ，借用吉林市满族博物馆的
“

吉林满族陈列
”

展览为载体 ，在各个展厅中 ，借助于版面 、人物雕塑及展品 ，在原展线路 、原解说词中融人相

关的满族说部段子进行常态化的不同形式演讲 该形式对满族说部常态化传承及民众中 的

影响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

满族说部走人学校将其活态传承与校园文化相结合 ，使学生这
一

群体成为潜在传承人 。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以 《尼山萨满 》为例 ，
开展了满族说部活态传承的尝试 。

④

① 笔者 2 0 0 7 年在新宾对部分地 方文化人的调查 所得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 生刘 先福在新宾调 查查树元 （努 尔哈赤传说故事的 传承人 ） 时
，
查树元称 自

己为 乌 勒本的 传承人 ，
而在 2 0 0 7 年 笔者的 调查过程 中 ，他及其他地方 文化人对吉林说部 集成委 员 会的 调查

还是一头 雾水 ，
仅将乌 勒本等 同 为 当地 的

“

讲古趣儿
”

。

③ 何新生 、 王明 辉 ： 《
论满族说部常 态化展演与 满族博物馆 的软实 力提升

——从吉林市 满族博物馆谈

起》 ， 《满族古老记忆的 当代解读——满族传统说部论集 》第一辑 ， 长春 ： 长春 出版社
，

2 0 1 2 年
， 第 3 1 2 页

， 。

④ 关迪 ： 《论原 生 态 满语满族说部 的 活态传承
——从 〈尼 山 萨满 〉谈起 》 ， 《满族古老记忆的 当代解读

——

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
一辑

， 第 3 1 9
－

3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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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彔 丈孕 斫克
．

2 0 1 5 年 4 期


年轻人使用电子媒介加以传承 ，

“

满语 、满文 、汉文 、印刷文本 ，更为丰富的电子媒介 ，还

有其他方式都会促进满族说部这一文类焕发青春 ，保持传承活态 。 电子媒介使用者更多的是

年轻人 ，

‘

讲古
’

的危机需要电子媒介来解决 。

”？

4
． 传承人现象

伴随着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的实施而获得各种名誉的传承人 ，
他们面对的听众

已不再是以往的乡邻 ，更多的是采录者 、学者专家 、媒体 。 当面临这些受众时 ，他们有意识地

转变 自 己的角色 ，不仅注意彼此之间的互动 ，随时调整 自 己的看法和观点 ， 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都带着 自 己各 自 的标签或特色总结出
一套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所熟悉的理论和方

法 ， 而这些理论和方法源于他们的讲述经历和生活的磨练 。 由此我们将之总结为传承人现

象 ： 在 2 1 世纪初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 ，
民众生活中多种媒介的使用 ，

以往围

着故事家听故事的场景多成过去式 。 年轻人或到博物馆中 、到旅游区 内 、在网络电视上获取

相应的知识 。 随之而来的是学者 、文化官员 、媒体对传承人的重视 ，
对传承人而言 ，

他们 的演

述场域 、受众都发生了变化 ， 因面对的群体不同 ，传承人不断调整 自 己的演述思路 ，
以便适应

这种新的形势 。

积极争取成为更高
一级的传承人是每个传承人积极付出 的 目标 ，他们大都愿意与专家 、

学者 、研究人员 、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
而在这个过程 中也有彼此间的较量和竞争 ，我们相信

也愿意相信这是一种 良性的循环
，
虽然我们从前文看到与满族说部有关的国家文化政策的

影响 ，也看到学者和国家权力对 口 头传统带来的影响 ’但民众的传承是最重要的
一

环 ，
他们

的主动性 、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 。 总之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 ，富育光的所言所行所写对满族说

部的辐射影响会 日渐显著 。

我们以 富育光作为传承人这
一

个案 ，他请熟
“

非遗
”

政策且成为
“

非遗
”

保护对象这样一

个过程 ，其实也是民俗学 、
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反思 、

推进 、
博弈的结果 。

（ 高荷红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民族文学 研究所 副 研 究 员 ）

【责任编辑 ：
毛巧晖 】

① 高荷红 ： 《技术的 力 量 ： 媒介对满族说部传承的 影响》
，
《满族古老记忆的 当 代解读

——满族传统说部

论集》第
一

辑
， 第 3 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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