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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与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谜语、民间俗语等，

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深深扎根于民间文

化、民众生活这块肥沃的土地，是民间生存环境、生活风

俗、生产习惯、信仰、道德规范和审美风尚的高度概括和

形象反映，也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化、民间知识、民间智

慧广泛传播与直接传承的重要渠道和形式。谚语还直

接生动地反映了地方民俗内容。谚语具有很强的地域

文化、民俗文化特征，它既能反映一地之风貌，又有深刻

的文化内蕴，切实地反映地域性、民俗性和时代性。它

们有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有认识社会和总

结社会活动经验的谚语，有总结一般生活经验的谚语。

谚语比较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生产

斗争、社会实践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的讽喻性、训诫

性、经验性和哲理性相结合的特征，融思想性、知识性、

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是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山东谚语原创成分多，文化特征明显，传播影响大，

与本地的历史传承有密切关系，是中国民间谚语的重要

组成部分。山东谚语的传播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主要

有口头、文献典籍、专门搜集整理、作家传播、移民传播

等多种形式。山东人对于谚语的编纂和研究也是很突

出的，这也成为山东谚语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山东谚语的历史文化渊源

山东省位于黄河下游，东临渤海、黄海，有山有水有

平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一带气候十

分温润，林木繁盛，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地形和生物

种群多样。特别是泰、沂山区森林茂密的山地和丘

陵，食物丰富，便于人类巢居穴处、避免水患、躲避猛

兽的侵袭。为古人类采集、狩猎和进一步发展农、牧

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沂源猿人化石证明，早在四

五十万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摇篮。山

东境内考古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证明，距今至少4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东夷族就实

现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乃至阶级社会

的转变，有了比较发达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到春秋战

国时期，东夷之地被西周封齐、鲁建国，此后的八百多

年时间里，鲁、齐先后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且互相

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实体，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

系、极大的包容性、适时的先进性、强大的凝聚力和顽

强的生命力，较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奠定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齐鲁大地历史悠久，人文遗产丰富，民间的习俗犹

有古风遗存，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粗犷豪放、质朴醇厚

的山东人，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家园、价值体系、思维方

式和生活习俗，因此山东民间谚语中携带了大量的历

史、文化、科学、艺术信息。山东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

征也很明显，胶东沿海渔家风情浓郁，鲁中平原以农

耕文化为特色，潍坊风筝、杨家埠年画、高密剪纸、淄

博美陶、博山琉璃、周村丝绸等，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

土香；鲁西地区传统深厚，孔孟家乡、水浒故地、古运

河畔，民间织锦、斗鸡斗羊、婚丧嫁娶等，闪烁着古代

文明之光。山东腹地济南、青州、泰安、兖州一带，一

向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有常业，礼有常仪，时

有常节，生活有常制，其民俗传承对周围地区有典型

意义，可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曲阜、邹城为孔孟故

里，孔府的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礼丧礼、年节

习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习俗的典型；泰安有五岳

之首的泰山，则是研究民间信仰的一座活的标本库。

山东谚语的载体与传播

山东先民创作和使用谚语的历史已经远不可考。

到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方的诸子著作中，引用和创

作的谚语比比皆是，以至于南宋杨万里在《独醒杂志》

中说：“古者有亡书，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

谚之言，晏子诵焉。”

由于山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山东历来为农桑

重地，耕作经验十分丰富，农谚自然也就很多。西汉

末年，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汜胜之总结上古到秦汉时

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科学知识，写成《汜胜之书》；

南北朝时的东魏益都人贾思勰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

新发展，总结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前人的农业生产经

验，写成《齐民要术》一书。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王祯总结南北方广大农民的生产经验，写成农学名著

《农书》。在这些农学著作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山东地

区的农谚。

明清小说、小戏俚曲等的传播，也将山东谚语带到

了四面八方。人们在喜欢这些民间文艺作品的同时，

也开始接触、接受里面的山东谚语。明清小说中几部

主要的作品，如《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聊

斋志异》《老残游记》等，都是以山东作为故事主要发

生地。这些作家作品取材于民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

学，天然地大量运用了山东谚语，仅《金瓶梅》里就大

约有三百多条，《醒世姻缘传》里大约有近四百条。山

东地方戏曲有二十多个种类，20世纪80年代记录整

理出来的有80多册约六百多个剧目，里面也包含了大

量谚语，成为戏曲表演中最为鲜活生动的元素，往往发

挥出点睛之效。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志书、地方志书的辑

录里也保留了大量谚语。

山东谚语的研究辑录与“谚语卷”编纂

山东人很早就重视对谚语这种体裁的研究。《东莱

书传》说：“乃逸、纵逸自恣也，乃谚也；纵逸则所习者下，

委巷谣谚，常诵于口也。”点明了谚语的性质。《礼记》释

为俗语也，《左传》释为俗言也。《汉书·艺文志》载孔子的

话，说街谈巷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对于谚语分

析最为透彻的，当属刘勰，《文心雕龙》其中《谐隐》《书

记》篇对谚语有全面精到的论述。

清朝到民国时期，山东文人、学者对谚语的关注有

加，辑录成集者有康熙年间曲阜人颜修来、孔尚任的《鲁

谚》，嘉庆年间邹县人马星翼的《鲁谚》，道光年间历城人

马国翰的《农谚》等。民国十五年（1926年），史襄哉编

《中华谚海》，所用的山东谚语资料，为莱阳人程宪钊、程

宪钢二人合编的《山东谚语》（一卷）。到20世纪30年

代，山东民众教育馆编写专门用作教育读本的《山东歌

谣集》，收集了许多谚语。另外，一些地方志书的风俗篇

和风土录里，则收集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谚语，如孔尚

任《曲阜乾隆志》《节序同风录》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县市区编纂的新志，都辑

录了一些谚语，有的作为方言编的史料出现，更多的则

是专列章节，具有当地言语的典型性和鲜明特色，也可

见山东谚语的分布、交叉、重合等具体情况，与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谚语卷相互映

衬。李万鹏、张廷兴、罗福腾编纂的《中国谚语集成·山

东卷》历时近30载、近600人参加的、在100多本县市

区谚语集成基础上成书，录入谚语23000余条，但是遗

憾的是注释太少、方言不明，当前来看所承载的地方文

化信息含量偏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之

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要求在方言土语等

方面坚持地域性、代表性，尽量保持地方特色并符合民

俗学、语言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谚语·山东卷（一）（二）（三）》卷本的编纂，是学术要

求最高的一次民间文学搜集、普查、记录、整理、编纂、出

版工程。三卷共收录近15000条谚语，几乎每条有必

要解释的谚语都做了较为详尽的附记和注释，共计近

240万字、图片近700幅。以期通过本次编纂出版工

作，能够尽可能完成对农耕时代山东民间谚语的最大范

围的精选辑录，更为要紧的是借此机会通过附记、注释、

附录保留下当地方言、民风民俗、民间话语、民众解释等

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化信息。

（作者系烟台科技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

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俗语”组副组长，《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谚语·山东卷》主编）

山东谚语的形成与传播山东谚语的形成与传播
□张廷兴

近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

卷·隋唐演义分卷（一、二）》由中国文联出版

社出版，全书230回，150余万字，填补了田

连元先生长篇大书《隋唐演义》没有文字版本

的空白。

田连元先生原名田长庚，其祖父田锡贵

是著名沧州木板书艺人，其父田庆瑞是著名

西河大鼓艺人。1950年，9岁的田连元在天

津拜王起胜为师，王起胜的父亲王文海为其

起了艺名“连元”，意为“连中三元”。天津说

书艺人刘起林擅说《大隋唐》（即《隋唐演

义》），尤其把好汉秦琼塑造得栩栩如生，有

“活秦琼”之誉。1956年，刘起林把自己的

“书梁子”交给了15岁的田连元。田连元博

采众家之长，很快掌握了《大隋唐》的说表本

领，1959年，在天津杨柳青某茶社说此书，大

获成功。1960年，田连元初到本溪，矿区有

个彩屯茶社，由于路远，不通公交车，晚场没

人愿去。田连元请缨前往，一部《大隋唐》，天

天客满。

这部《大隋唐》，经过田连元多年演出，不

断推敲，在20世纪90年代电台录音时已经

炉火纯青，其主要艺术特色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考证详细、情节合理。田连元十分注重

情节的合理性。如说到“四平山之战”，田先

生说：“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

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隋唐演义里边儿原

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

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运河里边儿坐龙舟

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就

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

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再比如：“染

面涂须诈登州”一段书，田先生说：“其实在隋

朝的时候，登州这个地方呀，还不叫登州，隋

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

东莱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齐

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

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

这书里边儿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

州。”如“秦琼卖马”一段书，其他版本是说单

雄信大哥单达被李渊误杀，单雄信在发送大

哥时，买了秦琼的马。田本是单雄信在买了

秦琼的马之后，王伯当到单府与单雄信理论，

众人说明情况四处寻找秦琼之际，闻听单达

死讯。家有丧事时，一般是没有心情买宝马

的，田本的情节就设计得更符合情理。

民间性强、诙谐幽默。田本的《隋唐演

义》语言生动俏皮，歇后语运用恰如其分，如：

“洗脸盆扎猛子——不知道深浅、天亮了下

雪——一明二白、元宝出汗——财虚、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砂锅子捣蒜——一锤子

买卖”等，俏皮话儿十分丰富。一些情节里精

心设计了包袱，如“九战文通”一段书，阻挡潼

关帅魏文通追赶秦琼，第一伙人用柴火挡住

去路，魏文通一问挑柴火的，是个哑巴，半天

问不出个理儿来；第二伙人用棺材挡住去路，

魏文通一问抬棺材的，是个磕巴：“我，我我，

我我我凭，凭，凭啊，凭啥？给，给你闪闪闪闪

闪闪道？”情节妙趣横生。再如：“黑如龙一看

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吭都

没吭。”“谐音梗”直接、现成、巧妙。书中说到

李元霸见皇上，他傻乎乎记不住“陛下”二字，

柴绍告诉他，“你就记，鼻子底下——陛下。”这

傻小子见了杨广，“我管他叫什么？啊……嘿

嘿嘿，诶，我说，嘴呀！”他想起鼻子底下是嘴来

了！让人忍俊不禁。另外秦琼在沿海登州酒

楼上碰到吹牛的哥儿俩，“一个牛见愁，为什么

叫牛见愁啊？吹牛有本事，牛看见他都害怕；

那个姓崔，叫崔粗腿儿，专门能说大话。”这哥

儿俩一家出殡，一家娶媳妇的对话，整个就是

一段单口相声。这些包袱的设计，符合人物

性格，符合书情书理，让人开怀大笑。

千人千面、引经据典。书中的主要人物

几十人，每位出场的“开脸”都各具特色，人物

性格拿捏到位，善于声音化妆，侯君集的小高

音儿、罗士信的鸟歌、程咬金的粗犷，苏州王

沈法兴的江浙口音，包括女性角色的温婉，都

惟妙惟肖。打斗场面的描述，语言干净利索，

马上战将落马而亡的描述在其他作品中多有

雷同，在这部《隋唐演义》中，几十位战将的

死，都各有不同，这是很难做到的。田先生在

故事中，还插入一些知识典故。比如书中说

秦琼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田

先生解释：“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

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的

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儿那就

顶了天了；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

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

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

这件事情之后，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

业，这专诸才去，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另

如书中罗成说丁彦平寿比彭祖，田先生解释：

“这彭祖，据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人，

彭祖寿活八百岁。”再如“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来历，秦琼“染面涂须诈登州”的路上，有一个

“两肋庄”，田先生说：“秦叔宝就在两肋庄那

个地方，他走了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儿去

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

讲义气的一个行动。到后来传来传去，把这

个两肋庄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岔

道。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

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吗呀？就是动

刑的话，也没有听说在肋条上插两把刀的。

其实就是两肋庄走岔道，给传讹了。”这种跳

出情节外的“评”，足见演员的功力。再如，柳

树为什么叫垂杨柳？田先生在书中说：“杨广

说这个柳树好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

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儿披散着……告诉手下

人，就在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当时

栽种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很多人给这个

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柳，就是杨广喜欢的这

种柳树。要不后来为什么一说垂杨柳呢？它

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

的杨，而是杨广的杨。”这些典故，用语不多，

画龙点睛。

善于抒情、表演生动。田连元先生的《隋

唐演义》写情丝丝入扣，书中描写的靠山王杨

林与义子、仇人、对手——好汉秦琼的复杂感

情，刻画得极为细致，以至于最后，杨林在跳湖

之前仅仅说了普通两句话：“秦琼，孤王今日和

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

生再见。”这种看似无缘无故，却又饱含深情的

描述，让人潸然泪下。说到姜婉娘和罗艺陈述

四十年分别之苦：“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

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艺！我天天在

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不眠之夜，

多少回清泪偷弹，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盼

你，我盼呐，我盼呐，盼白了我的青丝，盼枯了

我的泪眼呐！仍然没有你的消息。”这一大段

道白，极具感染力，闻其声，如见其景。

把一个故事说好，难；把评论有机地结合

到故事中，更难；引经据典饶有趣味，难上加

难。但是对于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来说，家族

中几代人的传承，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与实践，

早已驾轻就熟。隋唐故事流传近200年，经

过几代说书家不断润色，加上田连元先生个

人的艺术处理，使得本书结构情节合理、人物

特色鲜明，语言通俗生动，绘人状物细腻，典

故引用恰当，紧张处扣人心弦，轻松处令人莞

尔，田连元把这部书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情动

人，以奇惊人，以巧引人，以理服人，以趣娱

人，感染了千万听众。

（作者系辽宁省曲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

说唱”组专家）

箕引裘随 炉火纯青
——评田连元《隋唐演义》艺术特色

□耿 柳

千百年来，中国各民族形成的民间

文学，形态复杂，种类繁多，丰富多样，却

始终薪火相传，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民族

的血脉，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目前各卷所收录的作品，充分体现

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间性、艺术性、文化

性、学术性、史学性和濒危性，是中国民

间文学之集大成。这些作品的出版与面

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欢迎。

有的作品成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史料和佐

证资料；有的作品作为原创素材被转化

和应用在文艺创作、戏剧创作中；很多作

品在大学也已传播；有的经选编走进中

小学实践课等。大系出版工程成果不仅

是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其价值更在于当

代的应用与传播。

史诗，是一个族群的百科全书，更是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象征与文明丰

碑。在原始时期，沿着地球北部冰寒地带

生活的诸民族，大部分都是操持着渔猎、

畜牧兼有农耕等生产方式的族群。他们

在大自然的严酷考验中与其对抗和斗

争，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生产方式、语言

方式、文化传统，也形成了对现实的表述

和各自的诗性表达。如赫哲族“伊玛堪”

中的《满都莫日根》，鄂伦春族“摩苏昆”

中的《英雄格帕欠》等。他们在相似的自

然环境中形成了数量庞大、丰富多样的

史诗类作品，反映了这些民族各自的审美

理想、生活实践、社会经验及民间智慧的

艺术表达方式。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

就是其中古老的艺术语言活化石之一。

“摩苏昆”作为鄂伦春族的一种民间

艺术形式，其作品内容承载了鄂伦春族

的神话、传说、故事、俗语、谚语等，体现

了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

史、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承载着鄂伦春族

的民族历史。

鄂伦春族是有自己语言没有自己文

字的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小兴安岭，

是我国典型的渔猎民族。鄂伦春族原始

采集的自然经济和原始部落的组织形式

持续得相当长久。新中国成立之前，鄂伦

春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大散居、小

集聚的生存状态。因此，鄂伦春人热爱和

敬畏大自然，他们对山林生活有着特殊

的感受。正如鄂伦春人形容他们自己的

那样：“歌把我接到人间，歌又把我送上

圣天。”“兴安岭有多少棵树，就有多少支

歌。”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诗性表

达，创作了大量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其中最具有古老史诗

形体的“摩苏昆”，当首推为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瑰宝。

“摩苏昆”是鄂伦春语“说唱”之意，有着诗与歌结为一

体的散文叙述形式。其表演形式以一人表演为主，没有乐器

伴奏，说一段唱一段，说唱结合。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长

篇中片段独立成章的故事）。其语言流畅、精练、朴实、幽默，

在诗体韵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摩苏昆”内容多以“莫日

根”的英雄故事和苦难身世为背景，代表性作品如史诗《英

雄格帕欠》等。

尽管“摩苏昆”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直到20世纪80

年代中期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这时“摩苏昆”才作为

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正式被外界发现与认可，并用文字形

式记录出版。1980年以后，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工

作者、黑河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孟淑珍发掘整理出多部

(篇)曾流传于黑河爱辉区和逊克县，及伊春嘉荫县一带的

“摩苏昆”，并首次发表于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

编辑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填补了鄂伦春族说唱文学的

空白。现在尚存的“摩苏昆”有《格尔帕欠莫日根》《波尔卡内

莫日根》《阿尔塔内莫日根》《布格提哈莫日根》《鹿的传说》

《双飞鸟的传说》《阿尔旦滚滚蝶》《雅日林觉罕与额日勒黑

汗》《娃尔都日堪和雅尔都日堪》《吴达内的故事》等数十部

作品。

这些作品反映了在东北亚渔猎民族英雄史诗篇章里保

存最多、最普遍的“莫日根”这一通古斯语系中残存的古老

词汇，但它在现代民族语中已不复存在了。“莫日根”是饱含

敬虔寓意的渔、猎能手的美称，日后转用于英雄史诗正面主

人公的名号之上。随着“摩苏昆”的流传、继承和发展，历史

传承中每个部落都有较出色的“摩苏昆”讲唱艺人，每个姓

氏家族都有“摩苏昆”传承人。演唱“摩苏昆”的艺人有男有

女，说唱时声情并茂，叙述、歌唱、表情、动作合一，缺一不

可，声音亦随内容的需要和发展而变化。因此，“摩苏昆”的

作品都富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大系出版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之

一，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卷入选其中，我们深感荣耀。同

时，也感到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

资料收集、史诗编纂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编纂工作，本

卷编委会不断推进各项实践活动的开展与落实。编辑刁江

波利用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中的原素材创作的儿童剧

《寻梦呼玛》荣获2022年度“金画眉”全国优秀儿童剧本奖；

编辑张明明利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系

汉语教师讲台，将“摩苏昆”中的故事介绍给国际友人；今年

是鄂伦春族下山定居60周年，在各地的庆典活动中，利用

“摩苏昆”中记录的不同原素材创作的“斗熊舞”、说唱故事

“莫日根凯旋归来”、幽默短剧“智斗玛猊”“欢乐的篝火节”

等等，搬上了艺术舞台。

我们始终怀着对本地区的民族、历史、民间文化艺术和

老艺人们的高度尊重与敬畏，扎根民族传统文化沃土，以期

务实编纂出更多民间文学优秀作品，从而让这份鄂伦春族

的历史过往重现光彩。希望通过我们的编纂，让这片瑰丽的

史料拼图载入史册，使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更加完善。

（作者系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会会长、三级

研究馆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摩苏昆分

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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