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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满族文学故事的背景

—
《尼山萨满传》

( 台北 )李学智

黄 明 译

清朝末年
,

在中国东北主要省份黑龙江

和吉林地区
,

俄罗斯学者 A
.

V
.

格里本斯契

诃夫 ( 1 8 8 0一 1 9 4 1) 收集到一部名为
《尼 山

萨满传
》 的满族作品

。

消息一经传开
,

便引

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

他们纷纷表示了要

蝎尽全力探究这部古老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

望
,

但是
,

直到 1 9 61 年
,

才有一部较接近原意

的俄文译本问世
。

也就从那时起
,

中外学者

对这部作品的原文文本研究有了不同见解和

分歧
。

当我们在探讨这些分歧产 生 的 原 因

时
,

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学者是从宗教学的角

度去进行研究的
,

这可能是由于萨满教是满

族人的基本宗教信仰的缘故
。

再加上
,

这部

书的题 目中就有
“
萨满

” 两字
,

这些都促成

了中外大多数学者从宗教学的视角进行探讨

的事实
。

当然
,

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从这个层面

进行研究
,

有些学者因发现这部书是由一些

满族诗歌和唱词而构成的
,

便将它视作一部

文学作品而对之进行分析研究
。

这样
,

这部

分学者就发现 了它和传统汉语文作品的联系

及相似点
。

鉴于这两种研究都有价值
,

我们

建议不妨进行交叉研究
,

以更切近于原作意

蕴
。

很明显
,

孤立的宗教学研究和诗学研究

都不能完全让人满意
,

况且
,

这两种方法也

不能完整地处理好这部作品
,

这主要是由于

对这部独特的满族作品的背景研究均有欠缺

之缘故
。

在偏远的中国东北地区
,

象
《尼山萨满

传
》
这类故事很普及

,

在满族人和通古斯族

人中也很流行
。

这些故事的内容常常来自于

他们的宗教体验
、

日常生活及将二者加以融

合 而创作的文学作品
,

而且多半是从汉文化

中借用过来的
,

变成一种
“ 口头文学

” 、

表演

文学
。

这个独特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女萨满为救

人性命而与阴间进行周旋的能力
。

它与萨满

教教育有着直接联系
。

当然
,

它仅描绘了萨

满仪式中的一种外在现象
,

而没有描绘出萨

满教基本教义
。

因此
,

书中对萨满跳神时的

神辞
,

降临阴间的程序
、

摄人魂魄的诡秘仪

式等都没有详细的记录
。

个中部分原 因是
:

满族人中
,

萨满跳神行教已是一种职业
,

对

萨满教的信奉成为了一种传统和风尚
,

这种

传统和凤尚的传播是以 口头形式传递的
。

所

以那些程序
、

那些祷辞和萨满行教时用的工

具以及行教的秘密对他们 的生活都是很重要

的
。

如果将它都公之于众
,

那么
,

萨满教即

将失去它的神秘
,

而对它 的信任和信仰也将

大大削弱
。

许多人类学家已对萨满教进行过实际调

查
,

但他们在中国东北偏远地区的人群中既

未弄清这些秘密组织
,

也未记录下这些神秘

的程式
。

最终也不得不借助于口头表述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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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口头传述也都是萨满教的信奉 者 们提 供

的
。

因此
,

对萨满教教义和有关程序的分析

和认识 只能来自于外部
,

而这些认识是不可

能切近教义本质的
。

事实上
,

对萨满教的研

究应趋于对从事萨满教的人的社会结构进行

首要的研究
。

不象对正规宗教如佛教
、

基 督 教 的 研

究
,

萨满教因其规范教义的丧失而产生了一

些研究上的特殊困难
。

萨满教是一种完全依

赖神秘和 口头传授的宗教
, 《尼山萨满传

》
尽

管以萨满教 的教育作为中心
,

但仍不能成为

一部能赶上佛教经典和
《
圣经

》 的典籍
。

它

虽描绘 了宗教仪式和各种神抵
,

却不能提供

任何萨满教教义失却的真实线索
。

不象正规和有组织的宗教的经典著作
,

《尼山萨满传
》 的一切显示了它是一部个人

作品
,

书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他对自己人

民的感情
,

并融注了作者本人所受教育的经
`

验和知识
,

从
《
尼 山萨满传

》
的内容看

,

这

种教育的背景来自汉民族文化传统
。

这因而

指 出
《尼山萨满传

》 不是一部宗教作 品似是

不可能
。

事实上
,

它是一部文学作品
,

它叙

迷 的内容和故事与宗教行为和满族人的经验

是一致的
。

《
尼 山萨满传

》
的意义

尽管人们对书名中
“
萨满

”
这个词的意

思有个较统一的认识
,

即意为
“
一个萨满

” ,

但对
“
尼山

”
这个词的意思就有了分歧

。

学

者中间较通行的理解是
:

标题中的
“
萨满

”

即是故事中的英雄
。

这似乎是由于误读原文

造成的
。

因为
,

这部书本身清楚地表明书中

萨满的名字叫
“
塔旺

” ,而
“
尼 山

”
这个词从

未作名字用过
,

只是一种对萨满 的敬称
。

在

这部书中
,

从头至尾
,

那个女萨满就是以敬

称
“
尼山萨满

”
而被称呼的

,

书中第一个用

这个称呼的叫
“
巴都巴彦

” 。

而萨满的居所是

以 “
尼斯啥比拉

”
的名字命名的

,

所以
,

那

个敬称便是由居住场所而来
,

那个地方就是

巴都借助萨满的帮助护送儿子通过阴间的场

所
,

他每 次称呼萨满既用
“
尼山萨满

” ,

也用

简单的称谓
“

尼山
” 。

从上下文中可着出
,

很

明显
,

敬称的用法是有目的性的
。

当然
, “
尼山 ”

这个词在词源学意义上有

些麻烦
,

因为在一些著名的满语辞典中没发

现这个词
。

假如它是臆造的
,

那么这个词就

是外来语
,

而且是从汉语中来的
,

若 是这

样
,

指出它的意义就较容易
。

在汉语 中
,

存

在着以圣人孔子出生地的名字来命 名 的 习

惯
,

孔子名为
“
尼丘

” ,

他的出生地也叫
“ 尼

丘 ”
或

“

尼山
” 。

后来
, “

尼山 ”
这个词常被用

作一个机构首脑或一位杰出学者的名字
。

在

古代汉语的意义中
, “

尼山 ”
代表着一个神圣

的地方或一个圣人
,

事实上
,

萨满的住地是

由
“
尼斯哈 比拉

”
指代的

,

如此理解
,

上文

所指较合原意
。

因此
,

从词源上我们可以推

导出题 目
《尼山萨满传

》
中

“

尼山
”
一词的

意义
。

书中的女萨满实际上是被 看作一个圣

人的
,

因而
,

将题 目译为
“
萨满圣人

” 而不

译作
“
萨满尼 山

”
是可以的

。

口 头抒情文学与
《尼山萨满传

》

在通常的汉文学传统里
,

所谓
“ 口头抒

情文学
”
这个概念包含的意义较宽泛而且包

括许多项 目
。

例如
,

在北方 有一 种 叫
“
塔

库
”
的表演艺术

,

在南方则叫
“

苏弹
” ,

二者都

是特殊文学种类的一部分
。

清朝年间
,

在年

轻的八旗子弟中
,

也存在这样一 种 文 学 样

式
,

称作 ,’i 青音子弟书
”

(通常也叫
“ 子弟

书
”
)
。

在这种 口头抒情文学作品 表 演 过程

中
,

一半是讲述
,

一半是歌唱
,

至少
,

在汉

文化传统中是正常的
。

在东北亚野蛮人群中
,

我们也发现了一

种类似的 口头抒情文学
,

它在表现上与汉语

的口头抒情文学一样
。

在这种文学的表演过

程中
,

每个不同地区都有它自己的方言
,

而

且伴奏音乐也不同
。

其实在汉文化传统中
,

乐器 的运用较广泛
,

表演中可用作调解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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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抒情伴奏
,

但在东北亚少数民族的这种

说唱文学表演中
,

不管是唱还是说
,

都不用

乐器
,

故事的意义是通过行动或程式化 的行

动来说明的
,

在实际表演中
,

方 言 也 用 上

了
。

每个特殊的民族或人群都有他们自己特

殊的方言
,

同样的一个故事可用不同种语言

和不同类别的伴奏乐器来表演
,

除满族人有

所不同外
,

象森格里
、

鄂伦春
、

达斡尔
、

索

伦族等也都有所涉及
。

几个 世纪以前
,

东北

亚文化发生融合 与变异
,

这个过程 自然影响

了这种文学样式
。

汉文化的影响表明满 族人

通过融合 已部分地吸收了一些相同的汉民族

故事和歌曲
,

尽管如此
,

它们的主要情节未

变
。

虽然
《
尼山萨满传

》
在结构上明显是一

部文学作品
,

但它仍归为上述
“ 口头抒情文

学
”
那一类

。

很明显
, 《尼山萨 满传

》 的作

者德克登克采用了现成的故事和传说
,

用萨

满教作为基本主题并将它或多或少地编入故

事之中
,

在编写过程中
,

留下了这个独特的

传说
。

德克登克从汉文化中吸取了许多有用

的因素
,

可能作为一个至少获得初步汉文化

教育的结果
,

尽管作品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关

萨满教的故事
,

但仍反映了汉族通俗文学的

许多传统
。

例如
,

当女萨满为拯救首领巴都

JL子的灵魂通过阴间向各种神抵 提 出 要 求

时
,

阴问通常用
“
丰都城

”
来指代

,

这很明

显
,

它是从汉文化通俗文学中借来的
。

汉族

传统的宗教信仰之地就在四川省丰都城
,

那

个地方是通向阴间之门
。

虽然这个故事含有汉文化的影响
,

但其

基本内容仍是中国东北满族人的宗教行为
。

这个故事可概括成的一个 主 要 情 节
,

即是

表现萨满在阴间的非 凡力量
,

这 种 力 量 使

她被称作
“
圣人

”
或

“
贤明

” 的萨满
。

通过

描述与观察
,

这个故事提供的线索可使当时

的习惯
、

风俗和信仰得以保存
。

在这些内容

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与死有关的习俗
。

丧葬仪

式中最重要的是
“
大七

”
或

“
拉丹

” ,

这个术

语指代的是人死后第七天所举行的那些祭祀

仪式
,

所谓的
“
头七

”
和那些在七七四十九

天之后所举行的仪式
“

大七
” 。

所以说
, 《
尼

.

山萨满传
》
是关于满族民间丧葬仪式的一份

很有价值的资料
。

这个故事主要描述 了去阴间 的 旅 行 过

程
,

去寻找与葬礼有关的丰富文献 是 正 常

的
。

所以
, 《
尼 山萨满传

》
表明

,

详细记述这

一切应是将来的事
。

在现有的教育上
,

我们

认为
,

在大众信仰中
,

未来常被看作与现实

生活一样舒适与愉快
。

因而
,

丧葬仪式中最

重要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就 是 所 谓 的
“

纸

钱
” 。

这种纸钱也 11日
“ 金箔银箔

” ,

是死者在阴

间通用的货币
,

通过烧
“
纸钱

”
来传递

,

燃

烧得越 多
,

既表示对死者的安慰最丰最厚
,

也显得很富有
。

这种纸钱也可作为向上帝的

供奉
,

它 由
“
尼山萨满

”
在旅行中携带

。

当

出现困难时
, “

尼山萨满
”
就用这

“
纸钱

” 去

打通阴间各个关卡
,

事实上就是贿赂阴间的

官僚
。

从这个故事中可明显看出
,

在清朝衰落

年间
,

现实中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

有句俗语

说得好
, “

有钱能使鬼推磨
” ,

在一定范 围内
,

这是生存受到威胁需以礼物打动官府的现实

反映
。

所以
,

这个故事反映了清代末年满族

人的社会生活
,

因为他们真正相信
,

不管是

在现实生活还是未来
,

钱都要用 来 敬 奉 神

辛氏
。

这本书还详细地记述 了女萨满去阴间途

中所带的东西
,

如狗
、

鸡
、

盐
、

酱等
, 《尼山

萨满传
》 为我们提 供了大量普通满族人 日常

生活上有价值的资料
,

女萨满带的那些东西

在满族人的传统生活中很重要
,

对处于东北

亚边缘的人们来说
,

这些东西实质上是与他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

由于满族人是靠渔猎

为生
,

所以狗在帮助他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

用
。

在东北人的生活中
,

狗还发挥着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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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东北的冬天很漫长
,

再加上冰雪很厚
,

人们的行动非常 困难
。

在这样的季节
,

狗常

被用来拉雪橇或爬犁
,

叫
“

混促
” ,

这就使旅

行变得很容易
。

这些情形已被居住在松花江

和黑龙江流域的人们生活所验证
,

而且在满

语中叫作
“
因达浑塔库拉拉加拉

” 。

所以
,

狗

充当着一个重要角色
,

甚至也是人死后也需

重视的一个重要象征
,

因此
,

书中女萨满旅

行有狗作伴
。

至于萨满在去阴间途中所带的公鸡 的意

义
,

也是以满族人传统的报时 习俗中来的
。

俗话说
“ 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

清代的农村

百姓
,

靠公鸡来报晓
,

如果没有了这个自然

的报时者传递信息
,

人们一天的工 作时间将

会失去一半
。

说到萨满捎带的其他东西如盐

和酱等
,

都是东北人 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对他们的日常生 活很重要
。

由于这些

东西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
,

所以
,

它们对

死亡也具同样的重要性
,

故必须成为女萨满

象征性行李的一部分
。

《
尼 山萨满传

》
的作者德克登克在精心

编织他的故事时运用了重要 的传 统 生 活 内

容
。

尽管这些构成 了故事的主要情节
,

但他

仍从汉族文学中吸取了许多成分加以润色修

饰
。

例如
,

作品在描写故事中人物之一色尔

古代的容貌时
,

作者用潘安作了比喻
,

潘安

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刻划的 美 男 子 形

象
。

同样
,

作品在形容萨满的歌 声 时 用 了

“
阳春

” 作比喻
, “

阳春
”
是中国古典雅乐的

代表作
。

当然
, 《
尼山萨满传

》 不是公开出版

的作品
,

它的语言运用上就表现了较强的方

言色彩
,

好象是从 口头文学汲取的
,

但许多

例子也表明它的许多词是从清代满族官方作

品中获取的
。

《
尼山萨满传

》 的语言

虽然
, 《
尼 山萨满传

》
用的是满语

,

但它

用的不是规范或标谁的文字
,

而是用的不常

见的手写草体
。

这样
,

由于一些满文专家不

熟悉这种独特的字体
,

便产生了许多误读
。

现在
,

中外已有不少人在学习满文
,

他
J

们的作品也多是以标准而规范的满文来 书写

的
,

并以此整理清代的官方文献
。

这利
,

规范

的文字也叫印刷体
,

虽有细微的变化
,

但征 个

独立的字母还可辨认
。

所以
,

象单词
“

」i y “ n ” 、

“ s a k a ,, 、 “ f u k a ” 、 a t o n g k i " 或
“ d o r o n i u n c e

h e n ”
很清楚也很容易辨认

。

可满族人不仪仅

是用这种字体写作
,

还有其他两 种 文 字 形

式
,

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非规范字体叫
“

一

: , f达

拉和根
”

( g i d a r a h e r g e n )
,

另一种即是手
“ J

狂草体叫
“

拉西比来和根
”
( l a s i b i r e h e r g e n

)
,

这部书中
,

这两种字体也都用了
,

因而对读

原作产生了很 多困难
,

加上这些特殊的 传写

文体
,

作 品本身也就制约了阅读
。

《 尼山萨满传
》
勃是以著名的 手 写 体

“
吉达拉和根

” 写就的
。

因而
,

那些对这种

文体缺乏实践和训练的现代学者们在研究时

便遇上 了许多困难
,

例如
, “ ” ”

和
“

u,, 及
“ ` ”

和
“ i ” ,

人们往往会产生混淆
。

因为在手写

体中
,

这些字母是相似的
。 《
尼 山萨满传

》
独

特文体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元 音 常 被 省

略
,

如
, a l i m im b i一般被写成

a l m i m b i , t i y -

e l i y e m b i 被写作 t i y e l i m k i ,

为 了清楚地弄懂

这些特殊文字
,

许多学者不得不借助广泛而

丰富的注释
。

例如
,

宗伯昆 ( S o n g B a e k 一 u n )

用了 3 2 2个注脚
,

玛格丽特
·

劳瓦克 (M
“ r g -

a r e t N o w a k ) 和斯 蒂 芬
·

杜兰 特 ( S t e p h e n

D ur r a
nt ) 用了 2 55 个

·

注脚去解释他们各自的

译作
,

如果这三种不同的满文书写体都能让

人清晰辨认
,

并对作品中的方言予以重视
,

这些脚注大部分都可省略了
。

不仅是 由于特殊的文体产生 了 不 少 困

难
, 《
尼山萨满传

》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

,

还产生

了另外一些困难
,

这就是满语方言的经常使

用
。

由于满族大部分方言是鲜为人知的
,

而

且在规范文体的作品中也见不到
,

所以
,

这

种情况下误读就使得作品的内容 也 得 以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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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就象词组
“ al ul an g iv ab n u”

在句子
“ e o o -

h a i a y ur abr e in ir ujr e g ib eb el h e.

C a e ar i

七0 0 b e, s e
i
e n d e t e b l l , l l u l a n g i y a h u n … ,,

中
,

虽然它是以方言的形式被使用的
,

但在

清代满文辞典中找不到这个单词
。

虽然
,

这

个词在康熙年间编 的
《
大清全书

》
里有所提

及
,

但那个时代的汉文翻译者们并没能给它

下个定义
,

艾里奇
·

赫尔 ( E r i e h H a u e r
) 在

《
德满辞典

》
中试图将词语

“
all lul

o n g i y a -

h u n ”
解释成与上文提及的词语

“ “ cn u n
gu -

w a r a "
一样的意思

。

他将
a a n e u n g u n a r a ”

定义为
“
猛虎

” ,

而在乾隆年间出版 的
《 H an

` r a h a n o n g g i m e t o k t o b u h a m a n ju g i s u n 1 b u -

t e k u b i t h e 》
中

,

词组 “ a n e u n g u w a r a ”

被定

义为
“ 凶鹰

”
或

“

鹰
” 。

词组
“ a n e u n g u w a r a ,,

和
“ a n e u l a n g i y a h u n ”

意思不同
, “ a e u l a n ”

也不必修正
。

上文提及的
“ 一只鹰

”
就是一

种口语形式
,

意义 已被扩大
。

象书中这个丰

富词义的例子和其他许多在研究中有困难的

词组在规范的参考书中都没有发现过
。

结 论

上述各节对
《
尼山萨满传

》
研究产生的

一些特殊困难作 了简单介绍
。

当然很明显
,

这本书是一部文学作 品
,

由手写体写就
,

并

借用了满语中大量方言
。

至于其内容
,

它所

依据的故事情节
,

既有满族萨满文化成果
,

也从汉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元素
。

《尼山萨满传
》
为人们了解满族民间信仰和

行教行为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
,

而且成为满

语方言研究的基础
。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部特

殊的满族文学作品的背景和结构 的简 单 介

绍
,

再一次激起人们对一个新领域— 满族

文学传统进行研究的兴趣
。

(本文译自
《帕曼仑特国际阿尔泰语第

2 7届年会论文集
》 (英文版 ) 第 ] 75 一工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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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神秘色彩
。

如以居素甫
·

玛玛依演唱变体

中的祈子故事与吉尔吉斯演唱大师萨思拜和

萨雅克拜的演唱变体相比
,

前者反映的是柯

尔克孜先民在祖地叶尼赛河上游地区生活期

间的祈子仪式
。

它与古老的萨满教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

后者反映的是柯尔克孜民族西

迁中亚 后
,

伊斯兰教东渐 的历史阶段中的祈

子仪式
,

因而它更具有鲜 明的伊斯兰文化情

慷
。

·

① 摘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

玛 纳 斯
”

工作组搜集

的铅印本
。

② 祖陵
;

祖先的墓群
.

③ 羊毛织的小裕链
.

④ 伊斯兰教长戴的白布缠头
.

⑤二摘 自原 【苏」吉尔吉斯语言一文学学院出版的萨

思拜演唱变体—
《 玛纳斯 》

⑥ 柯尔克孜古老的习俗
。

五个
`

九
”

即五 种 牲畜

每样九只
.

⑦ 胡大即真主

⑧ 巴尔透力德 《 七河概要 》

⑨ 引自郎樱尚锡静合写的 《 北方民 族鹰神 话 与萨

满文化 》

L 米诺尔斯基
: 《 马卫集团论中国突厥和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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