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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语言、民族习俗关系

紧密。历史上，它不仅是传统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媒介。民族

古籍以韵文体和散文体的形式记载了各民族的史诗、谜语、谚语、神话、故事、传说等，

其中很多内容记载的各民族和睦共生的故事是增强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印记，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民族古籍承载的内容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功能，对人们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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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

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

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

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

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①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和。文化是一个民族或群体赖以生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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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

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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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角度来看，“每个人出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不

断地从周围的文化中学习，被文化环境进行着改造和加工”①
＊

。经过文化的熏陶，一个

人从他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他的基本文化人格。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在特定

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劳动创造并逐渐积淀起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有

利于本民族发展，还塑造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

同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关于“文化”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需要，对其下了若干不

同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 E．B．Tylor) 认为，“文化，或文明……

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

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②。
＊＊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说:

“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这个共同准则，使个人的行为能为社

会其他成员所理解，而且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因为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他们能

够预见其他人在特定环境里最倾向于如何行为，以及如何作出相应的反应。”③
＊＊＊

我国最

权威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

等”④
＊＊＊＊

。文章以“文化”的内容为基础，研究中华民族古籍的教育功能，同时促进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古籍与语言等文化的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古籍包括以文字传承的古籍和无文字传承的口碑古籍。原来所谓的“古

籍”，指的是“古书”，民族古籍也即“民族古书”，指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

书。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有 22 个少数民族使用着 28 种民族文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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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建宪主编:《文化学教程》，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② 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长沙: 岳麓书社，2003 年，第 2 页。
③ 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 第十版)》，瞿铁棚、张钰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6 年，第 36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

第 1318 页。



些文字产生或创制的时间有长有短，使用人口有多有少，文字类型多种多样”①
＊

。这 28

种文字分两类，第一类是历史较长，且又有文献的文字，这类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

尔文、老彝文、朝鲜文、哈萨克文、傣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等等。第二类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创制的新文字，这类文字有苗文、壮文、布依文、侗文、瑶文、白文、哈尼

文、傈僳文、佤文、拉祜文、纳西文、景颇文、载瓦文、土文等。②再加上目前仍有一些民族

仅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如果按照我国学术界较为统一的观点，即

我国的古籍当始于春秋战国时期③
＊＊

，我国各民族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反映他们历史

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不同的学科内容就不属于“古籍”的范畴。在

此，笔者认为，“古籍”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古籍指用文字记载的“古书”; 广义

的“古籍”则指以文字记载或以口头记载反映人们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内

容的文字古籍和口头古籍。

民族古籍就是指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的各民族或正在生活着的各民族在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用文字，具有某种文化涵义的符号( 文字的雏形) 及口头语言记录

下来的文化载体。④
＊＊＊

众所周知，历史上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比较少，因而，许多民族的历

史、政治、科技等都是以口头的形式传承。例如流传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苗

族地区的《种棉织布缝衣歌》: 女的起洗锅 /男的起生火 /共同煮饭吃 /吃了去干活 /女的

扛弯锄 /男的扛火枪 /走过地中间 /到了山坡上 /先把土捣碎 /再把草锄光 /女快女先回 /

男快男回转 /回转抬棉种 /抬棉种去栽 /五把栽上面 /五把栽下方 /行行要对齐 /蔸蔸要

像样 /女快女先回 /男快男回转 /回请父烧炭 /烧炭在山间 /得炭打薅刀 /打如嘴鹅形 /用

它薅棉根 /棉秆长得魁 /棉叶胜广菜 /棉桃似花蕾 /女快女先回 /男快男回转 /遇到生竹

子 /砍竹把箩编 /编成七对箩 /七对箩眼密 /女快抬箩走 /男快抬箩往 /放手摘棉花 /摘棉

往箩装 /摘三朵满手 /装三把满筐 /满筐女的背 /成挑男的抬 /机器压过去 /机器压过来 /

棉絮出一边 /棉籽出一方 /棉絮弹成衣 /成条用板压 /压好纺成线 /线团像鱼样 /再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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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戴庆厦:《语言调查教程》，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338，340 页。
③ 黄永年在他的《古籍整理概论》说:“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

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参见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 上海书店出

版社，2001 年，第 4 页。
④ 乌谷:《民族古籍学》，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 6 页。



桄子 /桄成一桄桄 /滤出米水洗 /配出浆来浆 /梭子放筒内 /装入牵车里 /拉在院坝间 /邀

约人帮忙 /帮忙接好线 /卷在羊角内 /经纱穿就绺 /纬纱穿九筘 /中间插鱼骨 /花纱放两

头 /一关就对口 /放梭就对路 /织出匹匹布 /蓝靛来染透 /女的手艺在 /缝出衣裤来 /男的

也穿上 /共同打扮开 /有吃又有穿 /生活就爽快。①
＊

这首流传于苗族地区的生产劳动歌的

口碑古籍，叙述了如何种棉，把棉纺成线，再把线织成布，最后缝制成衣裤等全过程。

另外还有如《月月歌》《种棉歌》等。这些都包含了农业技术的传承，在过去没有文字

的时候都是以口头的形式保存下来。又如流传于仡佬族地区的古歌《阿仰兄妹制人

烟》，主要叙述苗族、仡佬族、侗族、蔡家人等民族和群体的来源问题，是研究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历史资料，但由于仡佬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一直以

口头形式传承。由此，笔者认为，民族古籍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

造的，集各族人民集体智慧于一体，反映各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内

容的文字文献或口头文献，是研究各民族历史、文化及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参考资料。

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克罗孔( Kluckhon) 认为，“当着我们

把一般的文化看作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 书籍、绘画、

建筑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

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②
＊＊

。从“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民族古籍是

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古籍与民族语言关系。语言除了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交际工具外，

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把文化的内容

分为四类，即物质文化、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并进一步强调:“语言是常

被视作人类特具的机能，和人的物质设备及其他的风俗体系相分开的。……发音是一

种动作，是人类协合动作方式中所不能少的部分。这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和使用一工

具，挥舞一武器，举行一仪式，或订定一契约完全一样。事实上，字词的应用是和人类

·42·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 期

＊

＊＊

① 过去没有文字的时候，主要在以口头形式流传; 现在有了苗文，就用苗文记录。
② 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长沙: 岳麓书社，2003 年，第 2 页。



一切动作相关连而为一切身体上的行为所不能缺少的配合物。一字的意义就是它在

协合动作中所获得的成就。它的意义时常就是人由直接地对付他人的动作而得到间

接地运用环境的效果。因之，我们可以说: 说话是一种人体的习惯，是精神文化的一部

分，和其他风俗的方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①
＊

他又说，“个人慢慢地长大时，语言知识

是和从技术知识增加时所获得之技术名词相平行发展的。礼貌客套，命令口号，法律

措词等社会性的词汇是慢慢地由他加入了社会组织及担负了社会责任时逐渐获得的。

……语言知识的成熟实就等于他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于是，语言是文化整

体中的一部分”②。在此，马林诺夫斯基主要从语言的发音及运用语言习得的礼仪和伦

理等相关文化知识来说明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

华先生指出:“精神文化是指人类脑力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成果，它包括思维、语言、

知识，以及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哲学、科学、伦理、道德、教育、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宗

教、文学艺术等。”③
＊＊

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和文化对

语言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互为联系的关系。民族古籍不论是神话还是故事传

说，都与该民族的语言关系密切，体现该民族的语言词汇特色和文化特征。民族古籍

属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

第二，民族古籍与民族习俗关系。民族习俗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

勒在给“文化”定义的时候，就把风俗归为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族习俗是民族古籍

展演的场所，而民族古籍则是民族习俗的“面纱”。许多民族古籍特别是韵文体类的古

籍都是在特定的习俗场合展演，在日常生活中则被认为是“禁令”。例如被誉为“南方

民族史诗”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是在丧葬场合唱吟的诵诗; 布依族的《布依族古

歌》、仡佬族的《仡佬族古歌》等等亦然。我国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民间

习俗，相应地，也出现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古籍，如记录春节习俗的《“年”的来历》、元宵

节习俗的《元宵节与灯火》《元宵节与元宵姑娘》、七夕节的《牛郎织女传说》; 又如，婚

姻习俗中的《挂红歌》，造物建房习俗中的《上梁歌》，丧葬习俗中的《哭丧歌》，等等。

由此可见，民族古籍与民族习俗就像一对“孪生姊妹”一样，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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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族古籍是传统知识教育的主要载体。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创造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如种植、纺纱织布等。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

求，从“衣食住行”的排序可以看出，“衣食”显得特别重要，因而备受人们关注。在没

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对生产生活的口传心授成为人们进行传统知识教育的主要方式。

例如流传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一带的《十一月生产歌》:“正月不出门，在

家做织活，多织土花布，织花布祭母。到了二月春，赶紧把地整，鸟欢叫叽喳，请花园保

种。三月野菜长，找黑猪来养，满厩肥壮壮，等花园来尝。四月到立夏，赶紧撒匀秧，多

撒粘稻种，春来把酒酿。五月暖洋洋，筑塘把鱼养，多养点鲤鱼，等母神来尝。到了六

月天，造水车抽水，蔸发苗又壮，糯饭祭谷神。七月到立秋，找肥猪来杀，做肉馅肉粑，

等花园来拿。八月谷子黄，人人打谷忙，要新米煮饭，等花园来尝。九月米到家，各家

把酒酿，新米或旧米，酿酒等花园。十月到立冬，买坛来腌肉，新坛或旧坛，腌肉等花

园。十一月隆冬，人们上山去，要柴与割草，杀猪祭祖宗。”①
＊

歌谣运用白描的手法，较粗

略地勾画了每月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如果说这种知识的传播较为粗略的话，下面这首

苗族的《染布缝衣歌》则把相关的技术描写得更加细致:

我们来唱染布歌，染布缝衣穿。缝衣给妹妹穿，妹妹有新衣好出客。妹妹很

勤劳，去到高山上，去砍杂树和茅草，堆在坪子上，放起火来烧。轻风好心肠，帮妹

妹烧灰放染缸。木杈好勇敢，腰杆硬棒棒。跳进火堆里，这边刨一刨，那边撬一

撬。火堆燃得快，烧灰细又好。雨从东方来，来到山头上，想撮地上灰，妹妹跑回

家，挑起大箩筐，把灰挑回家。灰已经得到，妈妈心灵巧，妈妈栽蓝靛，栽在园子

里，初长像鼠耳，再长像树叶，后长像马耳。蓝靛也有了，还要烧石灰，石灰和蓝

靛，才能制染浆。锄头掏沟水才流到田里，妹妹带路嫂嫂才走进菜园。螳螂带路

蚱蜢才爬田坎，草标引路蓝靛才泡进染缸里。妈妈制染浆，先放石灰和蓝靛，再用

瓢来反复舀又倒。舀九瓢九种姿势，舀上了来又下倒。染缸里泛起了水泡，染缸

才算好。染缸制好了，哥哥手脚快，哥哥编竹篮，妹妹挑染靛。妈妈提水桶，妹妹

拿水瓢，忙忙碌碌滤灰水，往染缸里倒。丑日开始做活路，亥日开始配染料。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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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染料才做好。染料虽制好，染色青幽幽，可惜不泛红。妈妈心灵巧，一天

倒进一瓢酒，两天倒进两瓢酒，染色青又红。染缸制好了，几时才染布? 冬月间染

布，冬月间没有阳光晒，布染得不好。六月太阳好，六月间染布，一天染六次，九天

染百次。拿下河清洗，晾在沙坝上。挂在竹竿晾，千万人称赞: 这匹布染得真好

呵，缝衣妹妹穿，妹妹好出客。妈妈缝新衣，妹妹来试穿，衣角齐齐的，穿得很合

身，寨邻都夸奖: 姑娘有了好衣服，姑娘就要出嫁啦! ①
＊

诗歌不仅描绘了姑娘新衣的制作过程，还就蓝靛染料的制作程序、工艺、配料等都

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使人们通过口传古籍，学会蓝靛制作工艺。

第四，民族古籍是伦理道德传播的媒介。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长期以来，

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文化互动中不断地调适族群之间的关系，共同构建了一

种新的生活秩序，形成了一种“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的团结和睦的传统美德。这

在各民族的古籍中都有反映，如苗族的《民族的起源》《洪水漫天下》《伏哥羲妹播人

烟》《诸鲁米和洪水朝天》，瑶族的《水淹人间的故事》《兄妹成婚的传说》，水族的《人类

的起源》《开天地造人烟》，仡佬族的《阿仰兄妹制人烟》，布依族的《老鹰叔叔救葫妹》

《伏羲兄妹制人烟》，彝族的《酒令歌———彝族民间古歌》，侗族的《姜良姜妹》《阿耶结

亲》等。主要讲述的是洪水滔天以后，世间只剩下兄妹二人，他们为了继续繁衍人类，

在神仙的引导下，结成夫妻，可是却生下一个怪胎，两兄妹无奈，只好把它砍成很多块

丢在山上，第二天起来一看，到处都是人烟，两兄妹又把他们分成了若干个民族，各个

民族又继续繁衍人类。在这类民族古籍中，各民族都同属于一个母体———两兄妹生下

的怪胎，这正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文学映射。

二、民族古籍的体裁与载体形式

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创造的，

涵括法律道德、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不同体裁展现出来。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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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古籍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民族古籍所反映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看，民族古籍的

体裁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韵文体和散文体。

( 一) 韵文体

民族古籍与民族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广义上看，民族古籍包含了民族文

学，民族文学是民族古籍的构成要件之一; 从狭义上看，民族古籍就是民族文学，因很

多民族古籍都是以民族文学的形式呈现的。从文学的起源来看，“无论哪一国的文学

史上，韵文的起源就是文学的起源”①
＊

。正如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所说:“诗歌

起源之早，是出于一般人想象之外的。有些人以为先有散文，后有韵文。这是靠不住

的说法。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这是毫无疑义的。”②
＊＊

韵文体是民族古籍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谜语、谚语等。

创世史诗主要描写远古时期天地的形成及人类的产生乃至民族的出现等。例如，

《布依族古歌》中的造物古歌由《十二个太阳》《洪水潮天》《兄妹结婚》《造天造地》《造

山造坡》《造人和造畜》《造树》《造船》《造火》《造鸡》《造酒》《造房屋》等组合而成，它

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布依族先民对天地以及万物来源的认识。特别在《洪水潮天》中

唱述民族的起源时“……兄妹敬金奎，兄妹得成婚，兄妹配成双，同心共商量。在岜完

同坐，在岜眉相聚，日夜共商量，早晚同商量。兄妹敬金奎，兄妹得成婚; 同住了半年，

生个儿子像磨石，这儿有脸没有鼻，砍这儿子成块，留天下同玩，造出人间村寨。同住

了半年，生个儿子像磨石，拿木板来垫下面，用柴刀来砍。这个儿子有脸无鼻，砍这儿

子成细块，让乌鸦啄去撒，让鸟啄去分。过去三天七天，烟火冒纷纷，又拿柴刀来砍，分

成三百六十块。让乌鸦啄去撒，让鸟啄去分，让鸭子啄去撒，让鸟啄去分。过去三天七

天，烟火冒纷纷，王报遍天下，有了布依族和汉族。重新播人种，五官样样有，一天比一

天长大，烟火冒纷纷。王报遍天下，肝子给布依族，肠子给侗族，布依族或汉族，都重造

人种。”③
＊＊＊

流传于滇东北苗族地区的《西部苗族古歌》，叙述了洪水滔天以后，仅剩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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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引自朱狄:《艺术的起源》，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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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他们在神仙主各袅的劝说下，各背一扇磨到山上，结果从山上滚了下来，两扇磨

滚下坡，脚正好合在一起，兄妹俩无奈，只好成为夫妻。后来，“兄妹二人作一家，生了

三个男娃娃，老大叫苗家，老二叫彝家，老三叫汉家。兄弟三人已长大，到了时候要分

家。山场分三份，土地分三片……”①
＊

。流传于水族地区的《水族双歌》这样唱道:“普

天下 /绝了人丁，兄妹俩 /痛哭悲伤。仙人叫 /兄妹成婚，乱人伦 /生磨石子。这孩子 /没

头没颈，没手脚 /气死爹娘。妈妈恼 /砍它三块，爹爹气 /把它剁烂。母伤心 /装进提篮，

提出去 /倒在山上。乌鸦来 /叼去散开，肉味酸 /吐遍山岗。三朝瞅 /人遍山林，四早瞧 /

人满山梁。肝脏变 /成为苗族，皮和肉 /变虽、干、耶，那骨头 /变成客家……”②
＊＊

流传于彝

族地区的《酒令歌———彝族民间古歌》叙述兄妹成婚以后，虽然生了六个儿子，但都不

会说话，后来玉皇老大爷帮助他们出主意，“你扛根竹子去等着，你做个葫芦去等着，锄

头木缸全做好，我叫他们各讲一种话。竹子划一节，变成布依族，扛着锄头山脚走，去

做平地人; 竹子划两节，变成彝家人，背起木缸坡上走，安家住在半山梁; 竹子划三节，

变成苗家人，抱着芦笙崖上走，去做高山人”③
＊＊＊

。流传于仡佬族地区的《阿仰兄妹制人

烟》叙述了洪水滔天以后，地上只剩下阿仰兄妹二人，阿仰到天上去向天上的三姊妹求

婚，遭到她们的嘲笑。最后是仙人彻格爷爷叫他返回人间，去和自己的妹妹成婚，婚

后，他们生了九个儿子，但都不会讲话，无奈，阿仰又到天上请彻格爷爷帮忙，彻格爷爷

对他说:“闷林竹子有九节，你锯断它用火烧。锯一节啰烧一节，爆一节来( 会) 一个说;

锯两节啰烧两节，爆两节来( 会) 两个说; 锯三节啰烧三节，爆三节来( 会) 三个说; 锯四

节啰烧四节，爆四节来( 会) 四个说; 锯五节啰烧五节，爆五节来( 会) 五个说; 锯六节啰

烧六节，爆六节来( 会) 六个说; 锯七节啰烧七节，爆七节来( 会) 七个说; 锯八节啰烧八

节，爆八节来( 会) 八个说; 锯九节啰烧九节，爆九节来( 会) 九个说。”④
＊＊＊＊

仡佬族、苗族等

从此分开，各说各的话，各住各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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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西部苗族古歌( 苗、汉文对照)》，昆明: 云南

民族出版社，1992 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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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盘县特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 中国民间

谚语集成·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特区卷》，内部资料，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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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民族的韵文体创世史诗来看，虽然它们叙述的都是与自己共同居住在一

起的各民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叙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反映人们为追求自由爱情生活的爱情叙事长诗，如苗族

的《金笛》《丹甘罗匝》《仰阿莎》《蓓妮》《曼朵多》《贞芙与秀尤》《盖绕和玛柔》《娥扎

和召觉诗那》，布依族的《金竹情》《况德芳》《抱摩山》，侗族的《秀银吉妹》《珠郎娘

妹》，彝族的《放鹅娄记》《漏卧鲁沟的婚礼》，瑶族的《观娅洒蒂盖》等。虽然它们都在

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中流传，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叙事主题，即为追求幸福

爱情的生活而努力。

( 二) 散文体

根据民族古籍的界定，各民族有许多散文体的作品应该属于民族古籍的范畴。这

些民族古籍包括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

神话反映的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各民族先民对神秘莫测的宇宙的探索和感知，并

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将宇宙万物人格化而形成的作品，这类民族古籍有开天辟地

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滔天人类再起源神话、农耕与畜牧神话等。“这类神话史诗

与传统的文献神话有很大不同，一般会以鸿篇巨制描述出宏大的历史画卷，呈现出文

化祖先开天辟地、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勤于创造的文化精神，表达着中国各民族之间

同根同源、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开创未来的家国情怀。”①
＊

开天辟地神话大多都是反映各民族先民对天地万物来源的一种粗略认识，虽荒诞

不经，但却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记忆。例如流传于苗族地区的《天地是怎样分开的》，叙

述古老的时候，没有天，也没有地，天和地紧紧粘连在一起。有一个叫务往葩的仙人，

她的力气很大，她来把天抛上去，把地踩下去。由于天地有蜘蛛网粘连，即使她的力气

再大，也很难把天抛上去，把地踩下来。螃蟹和务宙看到，帮她把蜘蛛网剪断，才把天

抛上去，把地踩下来。这样，天出现了青天，地出现了岩石。天地形成了，可还是不稳，

她怕天掉下来，又去找蓓子木等来撑天，但怕被雨水淋和虫子咬，又换成杉木和枞木，

可还是被雨水淋和虫子咬。最后改成石柱，才把天撑稳，天掉不下来，于是人们安心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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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吃有穿。①
＊

布依族的《布依族开天辟地神话》叙述古时天地合在一起，没有天地之分。玉皇大

帝想，这样下去不行，就派盘古来把天地分开。盘古用斧头砍了三年，才把天地砍开，

轻的东西朝上变成了云和雾，重的东西下沉变成了石头和泥巴。天地分开以后没有白

天和晚上，玉皇大帝又叫盘古到东海龙王那里借灯来把大地照亮，盘古得到龙王的灯，

把一盏挂在东边，一盏挂在西边，由于两盏灯不一样重，天地转起来了。后来人们把亮

的那盏灯叫“太阳”，不太亮的那盏叫“月亮”。盘古又把龙王送给他的珍珠撒在天上，

变成了很多星星，这样天地就形成了。②
＊＊

除了神人开天辟地以外，还有一类是巨人开天辟地后化身为万物的神话，体现了

这些巨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远古时候的人们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

的艰辛。例如流传于苗族地区的《板江的传说》，叙述了古时候有一个叫构板江的巨

人，他身高一丈多，头是牛脑壳，身是人上身，头发长得遮得住眼睛。他下到凡间教大

家种田、种地、施肥。他在金坡捡粪的时候，听到天上爹考僚给凡间妮肯令姑娘说吃了

仙桃能坐千千万万年，构板江为了能坐千千万万年，抢先把仙桃摇下来吃了。而爹考

僚认为是凡间的妮肯令吃的，就放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刚好把妮肯令打死了。妮

肯令死后，爹考僚很伤心，决心要找到偷吃仙桃的那个人。后来，爹考僚遇到了一位胡

子公公，明白了他就是偷吃仙桃的构板江。两人互相打斗起来，构板江斗不过，最后死

在了南海。构板江死后，身躯变成了大地，头变成了高山，肩膀变成了山坳，手拐变成

了山梁，双脚变成了筷子，头发变成了草木，牙齿变成了火镰岩，肋条骨变成犁弯，骨头

变成岩石，肠子变成江河，血液变成河水，肝变成青苔，脑髓变成石灰，草鞋变成垫

坐岩。③

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绎史》引《五运历年记》( 笔者注: 原书已佚) 记载:“元气

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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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料，1998 年，第 1 页。



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

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金

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这类巨人“垂死化身”，形成万物的神话，反映各民族对天地来源的认识基本上是

一致的，记载了各民族远古时期的先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形象化幻想，体现了各

民族先民“劳动创造世界”( 马克思语) 的伟大魄力，是各民族人民对“巨人化身精神”

的广泛认同。

人类的童年时期，除了对天地万物的探索外，还就人类的延续和发展进行了思考。

在科学不发达的远古时期，他们幻想着人类一旦消亡了，那么地球上将会出现怎样的

一种情况，这时，便孕育了各民族共同的《洪水滔天》神话，在这些神话中，他们不仅讲

述了洪水滔天后两兄妹成婚繁衍人类，还把各民族的来源归于同一母体。例如，流传

于贵阳市花溪区苗族地区的《民族的起源》神话，叙述了伏羲兄妹两人天天到坡上干

活，有一天由于太劳累，就坐下来歇气，哪知道这一歇就睡着了。到他们醒来时，小树

已变成大树，大树已变成老古树。这时，有一个老婆婆来到他们跟前，说他们太懒，要

去告诉雷公公放大水来淹死他们。两兄妹不知怎么办，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哭声惊动

了玉帝，他派天神给伏羲兄妹送来了神瓜子种，让他们种下，等洪水到来时躲进里面去

逃生。洪水在凡间淹了七天七夜，把人类都淹死了，只剩下伏羲两兄妹，他们在玉帝的

建议下，改异姓成婚，最后生了一个肉团，两兄妹非常生气，将肉球剁成很多块，第二天

起来一看，到处都是人烟。之后，人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可没有族别。于是，两兄妹

砍竹子来烧，就有了布依族、侗族、苗族、汉族等。①
＊

流传于滇东北苗族地区的《水涨“恣老麻”》叙述古时有两兄弟，哥哥叫召友，弟弟

叫召亚。他俩天天上山去挖地; 他们头天刚把地挖好，第二天去看，地又恢复了原样。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的，他们感到很奇怪，就打算在夜间悄悄去守。这天晚上，他们在草

丛里看到一个白胡子老者杵着铁棍，将他们挖的土翻过来合拢。他们从草丛里跳出

来，召友提起锄头要打他，召亚急忙拉住，让哥哥别打，问问是什么原因。后来，白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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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说洪水要漫天下了，挖也白挖。兄弟俩听到后急忙问怎么办，白胡子老者让召友

去造铁船，召亚去造木船。当他们把船造好后，召亚按白胡子老者的建议，躲进了木船

里，这时天上下了瓢泼大雨，召友的铁船沉入河底，召亚的木船漂在水上，白胡子老者

把他们的妹妹变成了一只小鸡，一起装进召亚的木船里。二十一天过后，洪水消了，召

亚的船落到地上，这时，他打开船门，看见地上荒无人烟，满目疮痍，世上的人都被淹死

了。他回到船里，看见自己的妹妹坐在里面。兄妹俩为繁衍后代，在天神的劝说下，结

为夫妻，不久，他们生了三胞胎，但都不会说话。天神叫他们砍竹子来烧，第一节竹子

烧炸了，吓得大孩子“妍吔，妍吔”地叫，他就是苗族。第二节竹子烧炸了，吓得第二个

孩子“阿麻麻，阿麻麻”地喊，他就是彝族。第三节竹子烧炸了，吓得第三个孩子“妈吔，

妈吔”地叫，他就是汉族。后来他们又各自分了田地，种上庄稼，幸福地生活，人类也就

慢慢繁衍起来了。①
＊

流传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布依族地区的《伏羲兄妹制人烟》叙述在

洪荒时代，有一年干旱非常严重，草木枯黄，泉水断流，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大

家就去向玉帝告雷公的状，雷公不敢违旨，往人间泼水，把人间淹没了。洪水冲走了万

物生灵，仅剩下伏羲兄妹二人。后来，玉帝派天神让伏羲兄妹成亲，而时隔一年他们生

下一个肉枕头，兄妹二人把肉枕头剁成肉泥，抓一把撒在坎上，立即变成穿红着绿的

人，即现在的汉族。撒一把在坎下，变成了穿青黑色衣服的人，即现在的布依族。②
＊＊

流传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侗族地区的《姜良姜妹》叙述，雷婆被姜良放

火烧得抵不住，跳上了天，随时准备来报复。有一天，雷婆一手拿鞭，一手拿锤，恶狠狠

地来了。哪晓得踩在了姜良的屋顶上，跌倒在后阳沟里。姜良用绳索把她捆起来关在

仓里，不给吃不给喝，饿得她有气无力地在笼子里哼。姜妹挑水回来，看到她可怜，就

舀一瓢水给她喝。她喝了水，拿一颗葫芦种给姜妹，吩咐完后飞到天上去了。雷婆到

了天上，向天王老子告状，要求放洪水淹死姜良。姜妹得到雷婆的葫芦种，刚种下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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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牵藤、开花、结果。这时，雷婆倒下一瓢水，顿时洪水滔天，姜良姜妹急得没有办法。

这时有一只啄木鸟飞来使劲啄那葫芦瓜，姜良姜妹钻进葫芦里，随洪水四处漂。天王

老子看见洪水淹没了大地，人畜鸟兽都淹死了，就下令退水。姜良姜妹回到地上，射落

了十个太阳。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们两个的年纪也不小了，要去找伴配对成双。

他们先后问竹子、松树、石头，它们都说世间的人都死完了，要配对成双只有他们兄妹

俩。后来在乌龟的帮助下，姜良姜妹只好成婚。三年后，他们生了一个肉团，兄妹俩把

肉团砍成很多块，骨头丢在田坝上，肉丢在河边，肚肠丢在山坡上，心肝丢在岩洞边。

第二天起来一看，到处冒青烟，各地有人走动。丢在田坝里的骨头变成汉人，丢在河边

的肉团变成侗家，丢在山坡上的肚肠变成苗家，丢在岩洞边的心肝变成瑶人。汉族、侗

族、苗族、瑶族在很久以前，都是一家人，同一个老祖先。①
＊

流传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水族地区的《人类的起源》叙述，最初的时

候，天地一片漆黑，没有草木，没有人烟，没有白昼黑夜。有一个仙祖伏羲，用仙纸剪成

一个个小人的模样，压在他的木箱底下。由于伏羲心里着急，没到时辰就开箱了。这

些人从箱子里跳出来，可一看，他们人种矮小，还好吃懒做。仙人们一起商量，将这批

人灭掉了。伏羲又重新剪纸造人，没到时辰，他又开箱了，伏羲仍然不满意这批人。正

当他发愁的时候，从箱子里跳出一对姐弟，伏羲见他们长得结实、丰满，于是就答应姐

弟俩住在世间。从此，草木慢慢地长了，两姐弟的日子也过得很愉快。一天，仙奶下凡

散心，姐弟俩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杀来敬仙奶。仙奶走的时候，两姐弟送了一程又

一程。临别时，仙奶送给了他们一颗黄瓜籽和两颗葫芦瓜种，叫他们拿回去种。姐弟

俩回到家中，把瓜种种下。后来葫芦结瓜了，他们把第一个摘来煮粥吃，第二个摘来做

水瓢，第三个抠来做房子。一天，乌云密布下起暴雨，雨一天一天地下着，河水一天比

一天涨得高。两姐弟躲进葫芦里，顺水漂泊。洪水消退后，两姐弟回到地上，见到大地

一片荒凉。他们哭着去找天仙，要他们想法造人烟。仙奶觉得他们可怜，就叫他们成

亲再造人烟。两姐弟在仙奶的旨意下成亲，后生下一个像磨石的肉团，姐弟俩又去找

仙奶，仙奶送给他们铜斧金刀，让他们砍碎磨石崽。他们把磨石崽砍碎后，鹞鹰把这些

·43·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 期

＊

① 秦秀强主编:《天柱县民间故事选编·金山夜话》，内部资料，2010 年，第 3—6 页。



碎骨肉叼去撒在大地的每一个山头上，第二天，发现头天砍的肝变成了布依族，肠变成

苗族，手指肉变成的人住在水东和岔，手掌肉变成的人住在岔和水婆，手臂肉变成了周

覃的布依族。①
＊

流传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族地区的《水淹人间的故事》这样叙述，在

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两个憨厚、善良的兄妹，依靠种庄稼生活。一天，兄妹俩准备去挑

水淋苞谷时，见一白胡子老者被捆在禾仓的柱头上，奄奄一息。两兄妹上前问明原因，

才知他是天上的雷公，因下凡间观察水情，被寨上的人以三年不下雨、长不出庄稼为

由，将其捆在这里。哥哥可怜雷公，给他解开绳子; 妹妹拿野菜汤给他喝。雷公感谢两

兄妹，拿了一颗葫芦种给他们，要他们栽下，葫芦长大后在上面挖一个洞，打雷下雨时

可免除灾难。两兄妹按照雷公的话做了。在第十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河水猛涨，两

兄妹坐在葫芦里，到处漂流。一天，他们漂到一个山顶，葫芦停留下来。他们拿木棒到

处捅洞，洪水慢慢退去了。这时，大地所有的动植物都被淹死了，两兄妹伤心地呜呜痛

哭。哭声哭醒了万物，感动了雷公，雷公对他俩说天下已经绝了人种，要想有人，只有

他们兄妹成婚。两兄妹分别去问芭蕉和野猪，它们说兄妹成婚是件好事。后兄妹俩通

过滚石磨，到父母坟前询问，最终成亲。成亲三年后，生下一个肉团，兄妹俩感到讨厌，

就把它丢在坡顶上。肉团被野兽踏死后，被老鹰叼到各地。兄妹俩气得睡了三天三

夜，醒来打开门一看，到处是人烟。两兄妹跑到山顶去看，肉、肠子、小骨头都没有了，

变成了苗族、蒙古族、汉族、回族等。②
＊＊

上述神话都描述了洪水滔天后，仅剩兄妹或( 姐弟) 两人，他们在神仙的旨意下，结

成了夫妻，可生下的却是一个肉团，他们把肉团砍成很多块后，就变成了各个民族。这

类神话虽然反映的是与自己相邻民族的来源，但其叙事的一致性，却是各民族同一来

源的认同结果。神话中所叙述的民族，认为都是同胞兄弟，是名副其实的兄弟民族。

洪水神话是各民族增强团结的历史印记，更是各民族同“根”符号的体现。

民间传说与神话有一些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一般来说，民间传说都附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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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有许多又是虚构的。但不管是虚构

的传说还是历史事实的传说，都是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这类传说如《苗彝联姻

的传说》《苗侗开亲》《苗族祖先的传说》《情筑大小七孔桥》《凄美爱琴鸳鸯湖》《十八

杉》《天生桥的来历》《苗汉是两兄弟》《杨氏汉族转苗族的来历》等等，它们或以幸福的

爱情，或以悲伤的生活，或以兄弟般的情谊，一同诉说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流传于滇东北苗族地区的《苗彝联姻的传说》，讲述过去有一个孤儿叫卯娄睹，勤

劳勇敢，他是苗族。他和村里的卯拉睹关系很要好，经常相约一起上山去砍柴。一天，

他们在山上遇到棵岩桑树，老人们说这种树是神树，做弩打猎百发百中。于是，他们爬

到岩上砍倒岩桑树。卯拉睹要大些，所以更懂事，他抢先砍了树根直的那一截，做成了

大弩; 卯娄睹只得到一些丫枝，做成了小弩。有一天，他们跟随大人们上山去打猎。卯

娄睹用他的小弩射死了一头野猪。老人们去喊莽资劳( 彝族土司) 来分肉，莽资劳来

后，问是谁打中的，大家都盯着看卯娄睹。莽资劳看他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不相

信，便叫他射树枝上的小麻雀，并许诺若射中就把姑娘嫁给他。卯娄睹拉弩搭箭，一箭

射去，正好射中麻雀的喉咙。莽资劳又叫他射老鸦、水牛，卯娄睹都一一射中。最后，

莽资劳拉着卯娄睹回到家里，为女儿和卯娄睹举行了婚礼。卯娄睹夫妻恩爱，生儿育

女，白头到老。从此，彝族、苗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
＊

流传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苗侗开亲》这样叙述，很早以前，一条河的两岸各有一

个寨子，东岸是苗寨，西岸是侗寨。苗寨的后生叫阿龙，侗寨的姑娘叫珠妹。阿龙和珠

妹通过对歌，深深爱着对方。阿龙回家要阿妈去帮他定亲，阿妈问是哪家的姑娘，阿龙

给阿妈说是对岸侗寨的珠妹。他阿妈一听，忙说不同民族不能开亲。阿龙看到家里人

都不赞成这门亲事，更加想念珠妹。有一天，画眉鸟飞来对阿龙的妈妈说，阿龙、珠妹

这门亲事是祖先早就定好的，可她不相信。珠妹和阿龙的事这时也在侗寨传开了，珠

妹的爹爹更是不答应，天天把珠妹关在屋里织布绣花，不准出去坐月唱歌。后在画眉

鸟的说服下，双方父母许诺如果在立夏的那天，他们完成自己的要求，就可以定亲。他

们的要求是阿龙在一天的时间里，能犁完三十挑谷种的田，撒三十挑种子，收得三百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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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 珠妹一天把蚕茧抽成丝线，把棉花纺成线，织成三里长的花带。他们在蜘蛛、画

眉鸟、喜鹊的帮助下，完成了任务。这时两家父母不好推脱，只好请寨老做主。寨老说

苗族侗族自古不开亲，为了求得祖宗的谅解，他俩必须做一件大好事。到了丙寅那年，

天上不下一滴雨，地上的秧苗快枯死了。阿龙和珠妹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水，给苗

家、侗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寨老于是宣布他们可以成亲了。苗族、侗族从那时起就开

始开亲了。①
＊

流传于黔西南地区的《天生桥的传说》，叙述南盘江北岸的贵州有个布依族小伙叫

沙外龙，与南岸的广西苗族姑娘勾彩迈从小就在江边一起放牛羊。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们都长成情窦初开的青年。后来，他们已不满足“隔河谈情”的方式，就在山上割来

许多藤子，扭成粗实的长绳，从北岸拉到南岸，每当天一黑，沙外龙就抓着长绳游过来

同勾彩迈讲“悄悄话”，有时候沙外龙不能过来，勾彩迈就过去。他们的这种精神感动

了天神，天神就派天兵天将，架起一座天然的石拱桥，供两岸人民互相往来，沙外龙和

勾彩迈的爱情也日益加深。他们的事被布依族寨子的头人知道了，不许他们往来，但

他们还是继续幽会。布依族寨子的头人再次知道后，不仅把沙外龙吊起来毒打，还冲

到天桥中间拼命地用斧头砍桥。在他砍到第三斧的时候，他脚下的桥面断了，连人带

石掉进江中。从此，天生桥就断了一截，但人们空着手还能跳过去。当然也挡不住沙

外龙和勾彩迈的绵绵之情，最终他们结成了良缘。②
＊＊

流传于瑶族地区的《情筑大小七孔桥》，叙述了有一天，瑶族姑娘冬姣和布依族小

伙王梦之在一个集市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但都遭到双方父母的阻拦。王梦之为了与

冬姣见面，跳下响水河游向对岸，谁知突然狂风大作，他抓住的垂柳连根拔起，被卷进

汹涌的激流中。冬姣听到心上人落水的消息，不顾一切哭喊着跑出家门直奔响水河

岸，不慎脚底一滑，跌倒在地昏厥过去。后来在白胡子老人的帮助下，冬姣变成了仙

女，和仙童王梦之进到仙人谷，一对相恋的人终成眷属。事后，瑶族寨老和布依族寨老

终于明白，不准两个民族青年通婚有违天意，于是解禁。为了纪念这对自由恋爱的男

女青年，双方寨老拟在响水河上修一道七孔桥。可是，两个民族的寨老为修桥的地点

·73·

发挥民族古籍教育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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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不下，后只能各自修筑。布依族修建了万善桥，即今大七孔桥; 瑶族建成万古兴

桥，即今小七孔桥。①
＊

族际婚姻是婚姻结缔的一种形式，直接表现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族际

婚姻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

影响的两次“和亲”，虽然这种婚姻形式主观上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

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流传于各民族地区的族际婚姻传说，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因此十分重视兄弟之间的关系。民族古籍

中有许多传说，把各民族的关系视为兄弟间的关系，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厚友情。

这类传说如《苗族祖先的传说》《苗、汉本是两兄弟》《十八杉》等。

流传于黔西北地区的《苗族祖先的传说》，叙述了古时有一对男女青年因逃婚，来

到姑开结成夫妇，共同生活，才几十年时间，这里就发展成百户人家的大寨子。可是有

一年，从塘里钻出两个老变婆，她们先后把鸡、猪、牛吃完了，就要来吃童男童女。人们

逃到哪里，她们就到哪里。不多久，寨子里冷冷清清的，只剩下两个同胞姊妹。她们炒

了许多苞谷花，在大木缸里藏了起来。一天，两兄弟来到这个寨子，寨子里空空的，就

到处寻找，后来在大木缸找到两个姑娘，他们问明原因后，设计把两个老变婆杀死了。

最后，大姐安遮谷木乃嫁给了大哥脑介历来米鲁，成为“大花苗”的祖先; 妹妹安遮谷母

乃嫁给了弟弟历来傅鲁，成为“小花苗”的祖先。②
＊＊

流传于黔北苗族地区的《苗、汉本是两兄弟》，叙述原来苗族和汉族是一家人，并且

是两个亲兄弟。苗族是大哥，汉族是弟弟。两兄弟长大成人后就开始分家。这个家怎

么分呢? 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哥哥骑着马跑了半个月，把属于他的地界用草疙瘩

拴起来，谁知一场野火，把这些草疙瘩点燃了。等到大火熄灭后，平坝的草疙瘩都烧光

了，只剩下山顶上和石头包起的没有烧到。因事先说好，有草疙瘩的是大哥的，现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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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矮的地方都烧光了，所以大哥只得到山上一点土地，而矮处的则完全归弟弟。①
＊

流传于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十八杉》，叙述过去清水江上游的山岭全部都是光秃秃

的，住在这里的苗家、侗家都是搭茅草房住。奇怪的是这里一直没有姑娘，老人们说，

不是我们不养活姑娘，是龙凤山有个山神托梦给我们，规定每家要卖一个妹崽给他当

佣人。最后，整个龙凤山一带的苗家和侗家，只剩下一个后生了。他们经过商量，便合

住在一起。一天，他们做好饭刚要吃，突然发现有个讨米的白胡子老者，他们连忙把饭

递给老者吃，后又把仅有的两碗米全部煮熟送给老者吃了。老者对着他们笑了笑，要

他们明早朝龙凤山顶看。这时，老者突然不见了，他吃过的饭仍然好好地摆在那里。

他们以为是神仙搭救他们来了，老者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打猎的，有两个崽，一个是苗

家的祖宗，一个是侗家的祖宗。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朝着龙凤山顶望去，慢慢地出

现了一个姑娘，他们蹦向山顶，和她对歌，表达自己的爱慕。姑娘对他们两个说，你们

两个我都喜欢，可我只能嫁给你们当中的一个。苗家后生和侗家后生都相互谦让，要

姑娘嫁给对方，于是姑娘就走了。这时半空中响起姑娘的歌声，要他们栽杉树，以后就

有姑娘来成亲。这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棵杉树。之后苗家和侗家后生又救下那

棵杉树，原来讨饭的老者来到他们跟前，告诉他们那棵杉树是埋在龙凤山的苗侗姑娘

的心变成的，让两个后生一定要保护杉树。杉树非常感动，要他们抱着自己摇晃。两

个后生按照杉树的吩咐，抱着它摇晃起来，杉树种落到大山小岭。第二天，满山满岭都

是杉树林，两个后生砍下杉树，扎成木排，拿去卖。从此一天天富裕起来，很快娶上了

妻子。在他们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杉仙”托梦叫他们栽杉树，以后男崽成亲、女崽出嫁

就有费用了。②
＊＊

韵文体和散文体是各民族古籍的两种载体，不管是有文字记载还是无文字记载，

它们都共同承载了各民族大量的古籍。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互补，让民族古籍能够一

代代传承下去，并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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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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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古籍文化的教育功能

“在原始社会，神话的功能在于说明氏族、部落的传统，维持、增进成员的归属意

识。即便说明宇宙开创、万物起源的自然神话，依然归结为氏族的起源与英雄的世系，

这就是神话的现实功能。现实性造就了真实性: 神话被人信仰，成为原始部落的集体

表象，是不分阶层、职业的共同意识形态。”①
＊

教育一般可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在

未出现现代教育之前，各民族的教育形式主要以传统教育为主，而这种教育形式一般

都是通过讲授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来进行，借民族古籍中的内容来使其达到潜移默化

的教育作用。譬如流传于广大民族地区的《丢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故事叙述过去

的人老到能吃不能做的时候，下辈人就要拿背篼背去深山老林丢掉。有一天，有一个

人砍了棵竹子，编了一个箩筐，叫上他的儿子，把他的爹背到山上的岩脚下，准备让他

在那里饿死算了。当他把他的爹放下，喊他的儿子回家时，儿子问为什么不把箩筐背

回去。他说这个箩筐不好，背回去干什么。儿子说你不背回去，以后我拿什么背你来

丢? 他先是一惊，然后急忙把老爹背起，回到家中，有好吃的先拿给父亲吃，有好穿的

先拿给父亲穿，直到他百年归天。后来，他的儿子也像他孝敬爷爷那样孝敬他。之后

丢爹的习俗就不再有了。②
＊＊

又如苗族地区教育人们遵循社会道德秩序规范的《议榔词》

这样唱述:“上节是谷子，下节是稻秆。上面是龙鳞，下面是鱼鳞。公公是公公，婆婆是

婆婆，父亲是父亲，母亲是母亲，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姐

妹是姐妹，妯娌是妯娌。要区分才成体统，要区分才各得其所，要区分鸡挨鸡，要区分

鸭挨鸭，要区分水牛挨水牛，要区分黄牛挨黄牛。区分千事，划分万端。区分了地方才

亲切和睦，划分了寨子才平安无事。才成稳定的地方，才成安静的寨子。”③
＊＊＊

还有教育

人们必须勤奋劳动才能过上好日子的故事，如侗族地区的《挖金坛》，故事叙述过去

有一个老农夫，有三个儿子，因母亲死得早，从小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老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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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名:《中国神话传说》，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3 页。
② 花溪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卷》，1990

年，第 355—356 页。
③ 向零主编:《民族志资料汇编( 苗族) ( 第五集)》，内部资料，1987 年，第 378 页。



渐渐老了，担心自己死后三个儿子难得成器。于是在病重时就对三个儿子说，他在

大田里埋了一坛金子，叫三个儿子待他死后就到田里把坛子挖出来，随后老农夫就

死了。三个儿子把家里的东西吃了大半，才想起父亲的话。于是，兄弟三个拿起锄

头到田里挖起来，可是没有挖到父亲的金坛子。此时正是插秧的季节，他们便在田

里栽上了秧，不几天，秧苗绿油油的，三兄弟才悟出父亲的用意。此后，他们天天早

出晚归，赢得寨邻的称赞。这种同类型的故事还有很多，如黔西北苗族地区的《挖金

银》等等。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为了满

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文化一经创造出来，就对创造它的民族或人民产生

作用。一般地说，文化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刚出生时就会被他所属民族的文化“文

化化”，对其人格进行模塑，进而形成一套特定的反映模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教

育功能。民族古籍中的许多内容，通过其内在的作用，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

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

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

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

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①
＊

对于民族古籍的教育作用，正如恩格斯在

《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

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

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

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

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 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

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

的爱。”②
＊＊

·14·

发挥民族古籍教育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①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第 5 页。
② 段宝林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文学》，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171 页。



“在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是一个优良的传统。”①
＊

优秀的

中华民族古籍文化是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和规范族群行为的教科书。古籍文献与民族

古籍一直以来相辅相成，形成两条教育路线，一条是从官方角度进行道德教育; 另一条

是各个民族以自己的民族古籍进行道德教育。流传于各民族中的传说故事，都教导人

们要见义勇为、言而有信，以及保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道德等

等，同时对于恶人、不孝顺者、贪官污吏等进行讽刺与批评。

除了道德教育，民间神话传说还包含了很多知识，如劳动歌谣反映劳动常识与劳

作场景以及劳动经验; 谚语包含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道德标准，寓言故事、儿歌给予孩子

思想启迪等，无论是哪一种知识，都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所以民族古籍与作

家文学不一样，“它和一般文人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很不相同的，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

形态，而是和人民生活紧紧地粘连在一起的经验、知识、技能、智慧、心理、观念等”②
＊＊

。

各民族古籍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博大精深的内涵，对民族文化传播与民众教育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

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③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许多优秀古籍，这些古籍是搞好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宣传资

料，我们应当正确利用好这些古籍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④
＊＊＊＊

四、结语

教育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化，使其掌握被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思想信念，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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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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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33 页。



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在各民族的古籍中，不管是同母体共生型神话还是婚姻结缔

型、兄弟手足情的传说故事，无疑都有对其族群的个体行为的规约和人格的模塑。钟

敬文先生说:“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团体的协同心; 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

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①
＊

民族古籍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

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民族古籍中也都有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创

造、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在构建民族和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民族古籍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宝贵资源。民族古

籍中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当代仍富有重要的魅力，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华民族长期以

来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民族的家庭教育很多都

是将民族古籍作为“教材”而进行的，在言传身教中取得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虽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民族古籍的教育功能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因此，应进一步挖掘整理保护仍隐藏在民间的各民族古籍，扩大它的教育功能，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生动材料。

〔责任编辑: 刘 洋〕

〔责任校对: 胡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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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Ethnic Classics for Instructive Func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UO Jun，YANG Shiheng，WANG Xuxia

Abstract: Ethnic classic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losely related to ethnic languages and customs． Historically they are not
only a main vehicl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mparting but also a significant
medium for eth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ppearing mainly in rhymed essays
or prose essays，they record a variety of ethnic cultural legacies such as ep-
ics，riddles，proverbs，mythologies，tales and legends，many of which deal
wit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Chinese ethnic-
ities and thus can serve as evidences of the enhancement of a sense of com-
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rgued that ethnic classics contain high－
quality cultural and instructive functions，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o-
tions of life，value and world．

Key words: enhancement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thnic clas-
sics; instruc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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