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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艺术对民俗的依存关系说唱艺术对民俗的依存关系
■■齐齐 易易

民间说唱又称“民间曲艺”或

“曲艺”，泛指以说的形式、唱的形式

或是有说有唱的形式来演绎故事、

刻画人物、抒情说理、写景状物的传

统表演艺术。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

中，民间说唱以其道具简单、通俗易

懂、形式多样、成本低廉著称。其最

主要特点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

的叙述方式。与“一人一角”的代言

体传统戏剧不同，民间说唱讲究的

是“一人多角”，即演员的一张嘴，既

能讲述故事，推动情节发展，又能通

过动作、语言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人

物角色。民间说唱中，只要通过表演

者所扮身份的“跳进跳出”，即可完

成对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的就

地转换，不但表演灵活，同时也节约

了演出成本，实现了表演艺术的低

成本运营。

与广义的曲艺这种艺术表现形

式所不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所

收录的不是作家创作的“曲艺”，而

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民间说唱”。

在钟敬文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

中，民间说唱是其中重要一环。它虽

与作家创作的曲艺存在渊源关系，

但仍有很大不同。民间说唱产生并

流传于民间，在传承过程中常改常

新，并不存在署名权的问题（个别的

或以家族名义传承的作品除外）。而

作家创作的曲艺作品一旦定型，很

少有大的改动。强调署名权与著作

权是它的基本特征。本丛书所收虽

不排斥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历史

上的名人名作（如《车王府曲本》），

但更强调那些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

不带署名权的已经完全民间化的民

间说唱作品。故1949年以后由作家

创作的曲艺作品，不在本《大系》收

录之列。

民间说唱的主流分类至少有四

五种之多。但从各省曲种分布及保

有情况看，民间说唱的蕴藏量以及

蕴藏种类并不完全相同。为便于操

作，我们将民间说唱大致分为“韵文

体民间说唱”、“散韵相间体民间说

唱”与“散文体民间说唱”三个大类。

各省在编纂省卷本时，均按“韵文体

民间说唱”在前，“散韵相间体民间

说唱”居中，“散文体民间说唱”断后

的原则，将省卷本内容大致分为上、

中、下三个部分。然后，各部分再根据各曲种

流传数量的多寡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将所录

作品分别置放在“韵文体民间说唱”、“散韵

相间体民间说唱”与“散文体民间说唱”三个

大类下面。

所谓“韵文体民间说唱”，是指采用韵文

体形式表现故事、刻画人物或抒情说理、写

景状物的民间说唱形式。这部分民间说唱的

特点是有腔有调，有辙有韵。总之，有鼓板丝

弦伴奏，以唱为主，是韵文体民间说唱的基

本特征。韵文体民间说唱包括大鼓、渔鼓(道

情)、弹词、琴书、好来宝(蒙古族)、乌力格尔

（蒙族）、喇嘛玛尼（藏族）、折嘎（藏族）、大本

曲(白族)、甲苏(彝族)、盘索里（朝鲜族）、子

弟书（满族）等;无乐器伴奏，只靠击节吟诵，

具有一定节奏感与音乐性的民间说唱被称

为“韵诵体”。这类表演艺术也一并包括在了

“韵文体民间说唱”中。如山东快书、快板、金

钱板、赞哈(傣族)、哈巴(哈尼族)等，都属于

这类作品。

所谓“散韵相间体民间说唱”，是指采用

有散有韵、有说有唱、散韵结合的形式来表

现故事、刻画人物或抒情说理、写景状物的

民间说唱形式。如坠子、评弹、西河大鼓、东

北大鼓等，均可纳入“散韵相间体民间说唱”

范畴。

所谓“散文体民间说唱”，是指采用散文

体形式来表现故事、刻画人物或抒情说理、

写景状物的民间说唱形式。散文体民间说唱

以说为主，北方的评书，南方的评话、评词，

满族的说部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民间说唱

继承了古代说话艺术传统，明末清初渐趋成

熟。在南方，这种散文体民间说唱形式被统

称为“评话”，在北方，这种散文体民

间说唱被统称为“评书”，在满族地

区被统称为“满族说部”。另外，以

说、学、逗、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相

声，也一并纳入散文体民间说唱。

与《大系》其他卷本相比，“民间

说唱卷”在搜集整理上自有它的难

度。其难点在于：

首先，从80年代开始，我国曲

艺工作者虽然也参与了《中国民族

民间文学艺术集成志书》编纂出版

工作，各省也分别出版有省卷本《中

国曲艺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志》，

但并没有像传说故事、歌谣谚语那

样出版县卷本，而且，这些省卷本更

多的是对本省民间说唱资源的介

绍，其中虽然也收录了部分民间说

唱文本，但多为节选，并未展现原著

全貌。此次出版我们力争找到更多

更好的全本，将中国民间说唱的全

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其次，受时代局

限，《中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集成志

书》所录作品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改

编改造问题，有些原汁原味的非常

优秀的民间说唱作品，并没有被收

录进来。为保护好地域文化的独特

性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为保护好

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

各省在选编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择优选篇原则
选篇步骤：第一步，先列出本省

民间说唱的所有体裁，然后根据影

响力的大小，排出顺序。第二步，从

各种体裁中选出最重要、最有代表

性的作品。第三步，从最重要、最有

代表性的作品中，选出最优秀的民间艺人演

唱的那部最著名、最拿手的作品。

相邻省份的作品容易出现重复，应相互

沟通，避免雷同。原则上，如果作品内容相

同，曲种相同，内容、形式又没有大的变化，

建议选择：具有源头性质的作品；重要集散

地的作品；著名艺人的作品。如果作品内容

相同，但曲种不同，原则上都可保留。

（二）代表性原则
选篇时，要考虑到作品的地域代表性、

民族代表性和文化代表性，极具地方特色与

民族特色者优先录用。

（三）全面性原则
要充分考虑到体裁与题材种类的全面

性、系统性，各省民间说唱的所有体裁原则

上都应尽量照顾到。

（四）原生性原则
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要保护中

华民族的文化DNA，是要把历史上真实出

现过的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

留给我们的后人。为此，在编纂过程中，原则

上我们不对入选作品进行任何修改。

民间说唱往往有说有唱，有词有谱。考

虑到记录曲谱会占用大量篇幅，且很难通过

记录对原有作品进行精准还原，故决定取消

曲谱记录环节。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搜集

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录音、录像、照片、手抄本

影印件等形形色色的原始资料，一并放入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基础数据库（原中

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然后，通过在每部

作品文本后面设置的二维码，扫码进入数据

库，从而实现精准还原演唱过程。这样既节

省了大量篇幅，也确保了信息的完整性。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安徽卷》记载了流行于

安徽境内的4大类24个曲种：第一类是鼓曲唱书

类，包括安徽大鼓、安徽琴书、安徽坠子、安徽渔

鼓等4个曲种；第二类是小曲花鼓类，包括凤阳花

鼓、淮北花鼓等11个曲种；第三类是摊簧高腔类，

包括岳西高腔、芜湖摊簧等7个曲种；第四类是香

火锣鼓类，包括五岳锣鼓词、端公调2个曲种。再

加上以说为主的相声、安徽评书等2个曲种，以及

《中国曲艺志·安徽卷》和安徽省各地区文史资

料、方志上记载的其他曲种，安徽曲种的总数在

30种以上。

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具体编

纂工作中，我们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在对安徽省现存曲

种进行调查和梳理时，我们发现受时代条件的限

制，此前对某些曲种的分类和界定并不科学，难免

有遗珠之憾。对此，我们均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予

以纠正或增补，以确保编纂工作的科学性和全面

性。如以往曲艺界将安徽境内的大鼓统称为“安徽

大鼓”，但实际上安徽大鼓又可分为北口、南口和

花口等不同派别，其渊源各有不同，在演唱语言、

发声方法和代表曲目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将安

徽境内的大鼓统称为“安徽大鼓”不仅不能彰显各

派别的艺术个性，也明显缺乏科学依据。因此，我

们在编纂时就按照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为安徽境

内的大鼓分别立目。

二是保留原貌、力求精良。我们选择篇目的依

据是选出各曲种最具代表性和最优秀的作品，在

文本上则尽可能保留原貌，除非有明

显错讹，一般情况下不作轻易改动。

此外，还会将一些有价值的曲本图片

以及经典曲目的音频、视频，上传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基础资

料数据库，以保证最大程度地保存各

曲种代表作品的原始信息。如源自明

代青阳腔、流行于安庆地区的岳西高

腔，除有“代言体”的戏曲演出形式

外，也有“围鼓坐唱”的曲艺形式。现

存明清时期的岳西高腔抄本中，大多保留有“箍

点”。所谓“箍点”，又称“圈点”，是一种用于提示演

唱、演奏的特定符号。通常由艺人以朱笔标注于曲

文右侧，以提示起板、闪板、平板、散板或引腔、上

腔、下腔、尾腔等相关板腔信息。因此，除收录岳西

高腔曲目文本之外，也选择部分明清岳西高腔抄

本予以扫描，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查阅相关

图片，从而对这一古老谱式有直观的了解。这样的

尝试体现了我们力求精良的编纂和整理理念。

三是注重研究，深化成果。系统整理民间说唱

的文本，常能发现一些新的材料，从而推动相关理

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反过来，学术研究的推进，又能

更好地保证民间说唱文学整理和编纂工作的学术

质量。《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安徽卷》在介绍“安徽渔

鼓”时，曾记载1980年代安徽省六安市文化局在寿

县报恩寺头陀周乔修处发现一种抄录于1923年的

《叹骷髅》抄本，但对于其是否为明代道情《庄子叹

骷髅》遗响，则未置可否，认为“有待于进一步考

证”。实际上，清初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四十八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瘸子听骷髅入道”中全文引录了

“庄子叹骷髅”说唱道情，两相比对，可知明清道情

《叹骷髅》与六安《叹骷髅》抄本差异较大，二者关系

较远。但却与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的戏曲选集

《摘锦奇音》中所收录的《周庄子叹骷骸》差别不大。

这样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戏曲和曲艺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之互动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拟分成两

卷分别出版，一卷拟收大部头的说唱作品，称《大

书卷》，一卷拟收安徽各曲种的代表作品，称《综合

卷》。目前，《大书卷》的搜集整理工作已接近尾声，

《综合卷》的编纂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其中，有的曲

种如凤阳花鼓、岳西高腔等已基本完成编纂工作，

有的曲种如琴书、评书等也取得较大进展，相信在

各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高质量地完

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的编纂和出

版工作。

作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

式，在历史上说唱艺术是紧密依托各种民俗活动

而存在的。民间百姓是艺人的衣食父母，民俗活动

是艺人展示才艺、以艺谋生的商机，民俗活动、艺

人、说唱表演、百姓艺术生活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

良性的、相互依赖的民间文化生态圈。传统的民间

说唱就是依赖这样一个文化生态圈得以存续和发

展的。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民一年四季是有农忙

农闲之分的，从春天开始，忙过了夏收和秋收，等

新一茬麦子种下地，就到了“挂锄”的农闲时节。从

秋末到来年开春的漫长时间，农民们有大把的空

余，这段时间也是大家以听说书、看唱戏、兴花会，

以各种艺术的、娱乐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精神需要

的机会。

这时也是民间说唱艺人生意最忙的一个阶

段，他们被邀请到各个村落，在村里的打谷场或较

为宽阔的场院进行撂场演出，并由村中主事人筹

募资金作为演出的报酬，还要负责说书人的吃住。

这种应邀串村的演出，被称之为“说乡档子”，演出

时间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至一月不等，一般

为夜场演出。村里来了说书先生，往往是会轰动全

村百姓的大事，村民们早早吃罢晚饭，里三层外三

层地围拢在场院内，就等着说书人上场。演唱和伴

奏者上场后，往往先说一段趣味性的“书帽”，再续

讲长篇大书。历史知识、人情世故等传统文化知

识，就借由这样的场域代代传承。

村民遇有红白喜事或老人祝寿，邀请说书艺

人前来说书，称之为“唱堂会”或“家档子”。其中为

办丧事人家说书称“白棚”或“丧牌儿”，视丧事办

的大或小，一般说一至五日不等。还有的时候有

“白事送书”的情况，就是有人家办丧事，其亲友乡

邻筹资为丧主请艺人说书，以为吊唁，俗称“白事

送书”。说书艺人在唱白事的堂会时，往往需要先

参灵祭拜逝者，以示尊重；为结婚的家主说书称

“红棚”，为庆寿或给孩子过满月说书称“喜棚”，一

般只说两天，三至五场书。说书艺人在说“红棚”或

“喜棚”书时，也要先向主家拜寿、贺喜，并在所说

书目的选择上要选择喜兴、应景的内容。“红棚”说

书，主人或贵宾可点唱小段，每次点唱也都会给

“赏资”。其他说“家档子”的场合，主人除给商定的

书价外，往往也会另给“赏钱”。

还有的大户人家长期养有说书艺人，多为当

地的著名艺人，他们说“家档子”没有固定书价，依

艺人知名度与艺术水平而定。这种常聘的说书艺

人不是当场结算说书钱，艺人平时用钱先到主家

柜上取，年关时再结算清一年的说书钱，主家备上

年货，才送说书先生回家过年。

“说愿书”是与民间信仰行为相关的一种演艺

活动，分“祈愿书”与“还愿书”两种。村民有求子、

增寿、祛病、消灾等生活的种种实际需要而祈求神

佛时，为了表示虔诚，往往请来说书艺人，或在庙

前或在村内说“祈愿书”。如自己祈求的某个愿望

已经实现，则要再请来说书人说“还愿书”，表示对

神灵的感谢。也有的时候祈愿时不说书而只说“还

愿书”。如是农民集体祈愿，书资由村中支付或集

体摊出，如果个人祈愿则自己出资。

“求雨书”也是“说愿书”的一种，但求雨说书

还多伴有一系列求雨的仪式活动。有时某地久旱

不雨，村民即认为这是老天爷在惩罚人们，是人力

不可抗拒的灾难。于是大家就聚在龙王庙或关帝

庙前，以说书的方式求雨，一旦下雨则认为求雨成

功，还要再说书还愿。

“赶集说书”是艺人赶在各村的集日这天前往

说书，有的乡村艺人即以赶集说书为生。城镇和较

大的村落往往都有农民交换商品、购销物品的集

日，在这天附近的农民往往前来赶集，卖出自己家

里种养的菜蛋蔬果，换得零钱购回家人生计所需的

一应物品。说唱艺人也趁人流汇聚时来集市“撂地”

说书，有的知名艺人则支起书棚说书。这种流动的

书棚往往可容二三百人，并设听众座席。而“撂地”

露天说书的，演员站着说唱，听众站着听。各村镇的

集市日期不一样，相互错落开来，艺人即按各个村

落的不同集日时间，赶往各个集市说书唱曲。

“庙会说书”是艺人的又一个说书场合。在冀中

一带，过去一年一度的任丘鄚州庙会会期长达一个

月，有“天下大庙数鄚州”之说，届时说书艺人云集，

常常达数十档。有时庙会完了，书场仍在继续演出。

听说书是庙会的一大热闹事，艺人们的云集，常常

会出现说“对台书”的情况，各路表演者各展绝技，

哪家的台口听众多，就意味着这家的获胜。

“说灯棚”是过去春节期间各地都有的风俗，

到了“说灯棚”的日子，艺人们纷纷赶往各地的书

会献艺，现今的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正月十三）、

山东省惠民县的胡集书会（正月十二）、因历史较

悠久、影响较大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而在冀中一带，过去影响最大的是徐

水灯棚，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一开始，在徐水县白塔

铺村孙老厚客店（后几度迁移）的大院里有来自周

围各县及沧州、廊坊等地的西河大鼓、竹板书艺人

轮流登场献艺，各村的请书人则以其书艺高下当

场议定酬金及书目。一旦谈妥，请书人即把说书人

的书鼓拿走，以示成交。艺人即随之到请书人的村

内演出，一直演至元宵节过后才告一段落。在此期

间，艺人的吃住皆由村内主事人安排照料。这实际

上是一个带有商业性质的艺术交流会，极盛时期

徐水灯棚曾有百多个班社赴会，群英荟萃各显其

能。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徐水灯棚还在举办，后

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涌起，历史悠久的徐水灯

棚不见了踪影。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转型。今

天的农民再也没有农忙农闲之分了，除了老年人

在家看护那些不多的土地，家里的年轻人大多到

经济发达的城市去打工，直到临近年关才回到村

里与长辈和孩子们有一个短暂的相聚；人们的文

化生活趋向多元化，不再只是“听书看戏”这样有

限的方式，百姓的艺术审美趣味也受时尚文化影

响而与传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城市的流行文化

也开始向县域及农村蔓延，这一切改变使得说唱

这类乡土艺术难以为继。

在雄安新区三县，上世纪50年代尚有西河大

鼓艺人1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王魁武、李国春和

王魁武的弟子李成林、李全林，容城县的王书祥等

人。时至今日，西河大鼓演唱和伴奏艺人还剩下约

20多人，而且这些人也大多不以唱西河大鼓为正

业，有民俗场合需要就去唱，没有机会时就干其他

营生。

在今天民间说唱艺术虽然急遽萎缩，但还一

息尚存。之所以还未完全灭绝，是因为由于传统的

惯性，民间的红白喜事、老人祝寿、商家开业、庙会

活动等民俗事项对说唱艺术还有一定需求。许多

传统文化的局内人，也在为说唱艺术的传承和新

生而做着不懈的努力。

少数民族说唱个性定位和独特的文化身份。
少数民族说唱丰富多彩，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少

数民族说唱艺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曲种共

约400余种，少数民族曲种约占我国民间曲种的

60%，有近200种。如何识别、认定、突显、张扬少

数民族说唱，是曲艺文化定位的核心内容。突显

个性魅力，坚持差异化，对外强调民族文化身份

的区别，对内强调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少数

民族说唱的文化身份和个性定位。

从内容看，少数民族的很多曲种都在说唱本

民族的历史故事，具有质朴凝重的色彩和酣畅鲜

明的民族风格。一些曲种源于本民间祭祀仪式和

巫师活动，同当地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密切相

关。演唱常常是边唱边舞，或边唱边奏边表演；还

有些曲种多由民歌发展而来，唱腔抒情优美、含

蓄深情；而另一些曲种则为即兴式的赞词、祝词

等，曲调活泼、流畅；还有的曲种幽默风趣，逗乐

开心，它们都深受各民族群众的喜爱。

少数民族说唱是作为民歌向戏曲、戏剧过渡

的中间艺术，承载担负着艺术转型的作用，许多曲

种都与本民族的民歌有着直接的联系。如白族的

“大本曲”音乐就直接吸收了白族民歌的音调。许

多曲剧种更是在本民族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如朝鲜族“唱剧”是在其说唱艺术“盘索里”的基础

上，将一人多角色变成多人多角色，同时借鉴其他

艺术表演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说唱与

其他艺术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着自己

独特的文化身份。

少数民族说唱分类。少数民族说唱因历史发

展、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声韵、民风民俗等

不同，呈现出曲种繁多、五彩斑斓的状况。因此，

不能用汉族“曲艺”的概念来套少数民族的说唱，

也不应以汉族的鼓曲、弹词、牌子曲、琴书、道情

等类型来判断其属性，更不能硬套汉族曲艺的分

类方法。目前，整体上对少数民族说唱分类还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

中国少数民族说唱最本质的表现特征，是说

与唱、歌与舞的紧密结合。说与唱、歌与舞共同构

成了少数民族说唱的表征。《中国少数民族曲艺

研究》（柯琳著）将少数民族分类采取四级分类，

即“语系”为一级，“功用”为二级，“体裁”为三级，

“题材”为四级的分类法。基此，少数民族说唱按

语系分为：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说唱、阿尔泰语系

少数民族说唱、南亚语系少数民族说唱、南岛语

系少数民族说唱、印欧语系少数民族说唱。

少数民族说唱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少数民族

说唱有其复杂和独特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和表

现形式，根据少数民族说唱的本质特征，主要表

现形式有说唱形式、歌唱形式、舞唱形式和杂艺

形式。其中，说唱形式主要是指与说唱中民间文

学与民间音乐有关系的曲种；歌唱形式主要是指

与说唱中民间文学、民间音乐和乐器伴奏有关系

的曲种；舞唱形式主要是指与说唱中民间文学、

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有关系的曲种；杂艺形式主

要是指与民间习俗有关的各种民间杂艺曲种。它

们可抒情，可叙事，诙谐、生动。既有宏大的史诗，

又有追求美好爱情的颂歌；既有美丽神奇的历史

传说，也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少数民族说唱表

现特征在于曲种繁杂多彩，内容题材广泛，底蕴

深厚，特点鲜明，歌舞突出，服饰独特，篇幅长大，

表演技法多样。

少数民族说唱题材类型。少数民族说唱题材

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史诗、叙事诗类。我国北

方民族多流传英雄史诗，南方民族多流行创世史

诗。一般而言，北方民族居于交通便利的中亚大

草原，流动性大，容易引起战争，产生兼并出现英

雄；南方气候、地形复杂，容易引起想象。因而，在

神话思维影响下形成创世史诗。

叙事长诗在民间，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是以

特有的说唱形式作为载体进行传播和传承的。在

南方20个民族中，共有30多部创世史诗，其中

云南的16个民族就有20多部创世史诗。在民

间，通过说唱形式承载着史诗的内容，记录着一

个民族最古老的历史。

第二，神话传说类。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富

于情感、形象和想象，它主要靠记忆口头讲述，用

韵文形式说唱神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说唱的

神话传说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

愿望，这些用奇丽的幻想来传唱的故事，富有浪

漫主义色彩。

第三，哲理、祈福祝词类。这类是以说唱形式

来歌功颂德，颂扬或赞颂。这类说唱形式没有人

物情节，没有叙述性。但是，在少数民族民间很流

行。其中有些“哲理”、“祝词”因为很精彩、形象，

很有教益。所以在少数民族中的各种重要场合都

会说唱，并约定俗称，成为各民族的一种礼俗。

第四，赞词。祝词是献给神和祖辈的口头颂

歌，或是长者及老年人对青年一代的祝福。赞词

主要是赞美景物，以及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喜悦

和赞赏感情。祝词、赞词因祝赞的对象不同，形式

也有差异。但祝词中不无赞美，赞词中也包含着

祝颂，二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第五，生活故事类。是以讲述本民族生活中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故事为主，且能够集中体现本民

族文化与审美特征。在各民族说唱中，这类曲艺数

量最多、种类最广，广受各民族老百姓的青睐。

第六，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说唱类。

是指以历代汉族作家撰写的传奇、小说中部分经

典章节或完整的故事情节为说唱内容。此类说唱

主要出现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较多、受汉族文

化影响较大的民族文化交融区。

中国少数民族说唱述略
■柯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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