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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东干历史传说在东干民间创作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东干历史传说与中国历史故事的比较研究, 我

们发现:许多东干历史传说是中国历史故事的变体, 其中许多传说的情节与中国历史故事不完全相同, 东干人与中国人对传说

中的主人公所持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其神话的成分也多于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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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东干人的民间口头创作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其中包括近两三年内发表的一些有关东干人题材的作品,

例如《新史料》杂志刊登了有关东干人武装起义领袖白彦虎的

史诗 (在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民间创作中, 也流传着有关这位英

雄的其他一些诗歌, 但尚未被记录下来 ), 同时还刊登了东干人

传统的抒情诗歌《青海民间诗歌集锦》, 另外还有一些有关东干

人新的生活和东干共产党及农村农业合作社的新诗歌。

除了上述的资料外, 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历史传说, 这是东

干民间创作遗产中完全未知的一个领域。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东干历史传说题材的汇编与中国民间创作没有太大的区别。

三国时期 (公元 300年 )英雄人物的许多故事几乎在两个国家

同时流传, 可谓是并驾齐驱,而在东干历史传说中, 有关描写修

建长城时一些将领的故事和诗歌也相当有名。另外,还有关于

公元前 3世纪大将刘邦 、项羽 、韩信的传说, 7世纪薛仁贵的轶

闻, 以及流传于前苏联东干人中有关玄奘和他的徒弟猴王孙悟

空 、猪八戒 、沙僧的故事。

但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在东干的历史传说中都作了一些

改动, 甚至有些已经发生了转义。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僧玄奘,

民间称其为 “唐三藏”, 非常有名,但在东干人的传说中, 他并不

是被派往印度去取佛经, 而是前往阿拉伯求取古兰经的。与此

同时, 中国和东干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并非都是僧侣, 如长篇

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角就是美猴王, 书中表现了它的智慧 、机

敏 、勇敢和对朋友的忠诚, 而不是安静沉稳 、缺乏表现力的高

僧。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在中国有些家喻户晓的故事和诗歌,

东干人却并未记录下来, 比如:有关将领苏武被匈奴俘虏并流

放到贝加尔湖的传说和公元 13世纪与入侵的契丹部落作战的

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东干人记录的故事和流传的诗歌很少

涉及到这些内容, 大概是因为他们与匈奴和契丹的战争无关。

因此, 关于这一战争的著作在东干地区没有流传下来。

东干历史传说不仅作为中国民间创作的变体而在中国引

起了广泛的兴趣, 特别是其中一些姓名独有的特点和其引申意

义, 而且东干的历史传说常常给予历史人物一种全新的阐释。

需要注意的是, 东干人与中国人相比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书

面象形文字的传统,这是因为 20世纪 70年代, 在俄罗斯生活

的成千上万的东干人中, 只有五个人懂汉语。中国书面象形文

字传统的丢失, 毫无疑问, 在东干历史传说中也得到了反映。

除此之外,散文, 例如与歌曲相比, 总是能最大程度地即兴发挥

和自由改写, 因为东干人的歌曲要特别考虑其严格的传统形

式,通常歌曲中的所有事件,都必须按照月份来叙述。

东干历史传说中,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对霸王传说的记载。

中国历史上, 统治者项羽于公元前 3世纪初因镇压陈胜 、吴广

农民起义而著名, 但在东干关于这一故事的民间传说中, 主人

公并非是霸王项羽, 而是其大臣韩信。韩信在中国历史上很有

名,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做了少许记载,他说, 韩信青

年时代是个贫民, 一无所有,生活靠朋友接济,后来一位老妪出

于同情接纳并养活了他。应该说, 中国的民间传说准确记载了

这一事实。 B.谢曼诺夫翻译的这个中国传说中也提到了这位

老妪。东干传说中的韩信也并不是一个富裕的人, 东干人对他

的记载是从他效忠霸王项羽开始的, 只是在后来, 讲述了他如

何与自己的哥哥一起瓜分父母的遗产的。

在东干的文本记载中, 特别强调历史传说与故事本身的接

近,记录中除了主要的历史人物外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能预知

人命运的神仙,这其中就提到了韩信,说他能活很长时间,他可

以消灾解难。同时还描写了韩信的一些古怪行为, 如昏庸的霸

王三次下令追捕韩信, 但因韩信假装犯傻, 都骗过了霸王而侥

幸逃脱;有一次韩信竟坐在粪堆上吃小饼, 还有一次他跳进污

水坑睡觉, 竟然头朝下,脚朝天, 因此,霸王觉得他可能傻了。

关于韩信的生平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 但在大多数

情况下, 有关韩信的故事片段我们是从民间创作中了解到的。

比如,有关刘邦的第一大臣萧何追韩信的情节被戏剧充分发

挥,至今还在舞台上上演。其实,民族戏剧在讲述历史时,往往

引入一些新人物, 而这些人物在 《史记》中并无记载 (例如, 张

良为韩信写推荐信, 建议刘邦重用韩信 )。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在民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那就是吕后命令处决韩信。司马迁讲道, 韩信与列侯陈豨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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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旗反叛, 对付吕后,以捍卫自己手中的权利, 而韩信本人又准

备攻击 (袭击 )吕后。司马迁是这样描写韩信的:“吕后欲召,

恐其党不就, 乃与萧相国谋, 诈令从上所来, 言豨已得死, 列侯

群臣皆贺。相同紿信曰:̀虽疾, 疆入贺。' 信入, 吕后使武士缚

信, 斩之长乐宫钟室”。①

自宋 ( 10世纪 ～ 13世纪 )迄今, 对这个故事作过描述的中

国民间说唱艺术 (平话 )专集是《吕后处决韩信》。将这部作品

与司马迁的叙述对比 ,我们发现, 民间创作中所有事件的展开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些琐碎细节和对话的组合。例如,

平话讲述了韩信被带到吕后面前时的情景:当看到吕后时, 他

双手垂下, 沉默不语, 泪如泉涌, 只呼道:“冤枉呀!” 吕后笑着

答到:“密谋陈喜发动叛乱, 难道还不够嘛!”韩信答道:“一个

卑微的官员决不可能有这样的企图……皇上回宫前, 你不许

走, 到那时处决你也不晚, 我们看一看你是怎样在皇权面前进

行狡辩的” 。但吕后不同意,这时韩信开口大骂:“你这可恶的

贱人, 在宫中秘藏陈博, 并和他授受不亲,蒙蔽皇上, 罪大莫及

也!”接着详细描写了韩信和刽子手的对话 。

有趣的是, 谢曼诺夫从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 (俄罗斯一城

市 )附近的中国人那里记录的中国传说中,正面刻画了韩信的

形象, 把他描写成除暴安良的民族英雄, 在这一传说中我们并

没有发现后来处决韩信的片段。

东干的记载中, 对处决韩信有独到的见解。需要指出的

是, 在东干人的记载中,完全没有举行起义的列侯陈豨,也没有

刘邦政权复杂阴谋的记载, 东干人的这一传说要简单得多。当

皇上看到士兵对他的了解不如对韩信的了解时, 他便决定无论

如何都要除掉韩信。 他想了很久, 但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 要

知道一切必须秘密进行, 以便防止韩信谋反 。皇后发觉丈夫

郁郁寡欢, 便问其何事, 皇上沉默许久后终于说出了一切。阴

险毒辣的皇后很快便想出了处置韩信的万全之策。 第二天早

晨, 她吩咐在宫殿前的花园里摆上镀金的浴盆, 并打发仆人去

请韩信, 而自己则脱了衣服开始洗澡。仆人领着毫无戒心的韩

信穿过第一道门, 而后领进第二道门, 一直往前走。 当韩信刚

一踏进门槛, 皇后便大声叫喊,就这样韩信被抓, 指责他想攻击

吕后, 因此要处决韩信。但是,处决他并非易事。首先,韩信要

求不能用带有他的名字的剑来杀他, 人们立即查看所有的剑。

原来, 韩信在任职前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结果 ,便吩咐所有的铁

匠在每一把剑上都刻上他的名字;除此之外 ,韩信声明处决他

的地方不能看见大地和天空, 于是他被关在黑暗的浴室里, 但

是没有他的名字的剑却没能找到。到底以什么方式砍韩信的

头, 却想不出来,直到手持菜刀的厨师从厨房跑出。 刽子手一

见高兴起来, 便拿着这把菜刀砍下了韩信的头。这就是东干人

有关韩信与楚霸王传说的结尾 。需要指出的是, 从东干人的传

说与中国民间传说的比较中, 我们可以看出 ,对这一情节的描

述, 无论是事件描述, 还是主人公关系的描写, 都有明显的差

异。司马迁写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 不伐己功, 不矜其能, 则

庶幾哉!”②。但同时, 司马迁又称赞韩信作为一个孝子对母亲

陵墓的悉心看护 (我们发现,按东干人的说法,韩信不但没有孝

敬母亲, 相反却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

从中国民间传说来看, 韩信的形象与暴君霸王是相对立

的,这里韩信被正面描写, 而东干人却将韩信刻画成阴险毒辣

的人,东干人改变了对他的理解,将他称作 “狠心”,他的名字已

经转化成了普通名词。我们常常听到, 东干人半开玩笑地称恶

毒的人 、好惹是生非的人和淘气的小孩子为 “韩信” 。

综上所述, 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东干历史传说是中国故事情节的变体,但也发现有时一

些情节与中国人的记载是完全不一样的。

2.在许多传说中,东干人与中国人对传说中的主人公所持

的观点不同。

在某些情况中我们会碰到一些转义的姓名 、地理名称和故

事情节,比如, 由于把著名的人物孟姜女理解成了孟家女,因而

东干人的传说中没有这个名字来源的传说, 也就是说, 没有提

到她是神奇地出生于南瓜之中的。

3.东干人的历史传说中,神话的成分远远多于中国。除了

对韩信这一人物的传说外, 还有对薛仁贵 (公元 7世纪 )的传

说,其中有一些相当神奇的地方, 比如, 薛仁贵与老太婆 (敌人

心脏的保护者 )的见面。

总之,笔者认为,应该继续收集东干人的历史传说 ,并继续

进行与中国历史故事的比较研究。

注　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 ·淮阴侯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 11

月第 2版,第 2628页。

②同上, 2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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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福清 (鲍里斯·季沃维奇· 里弗廷 ), 1932年

出生于列宁格勒 (圣彼得堡 ),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

方系中国语文专业, 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 (今俄罗斯科学

院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专门从事中国民间文学

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先后获副博士 、博士学位, 任世界文学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首席研究员。 1965 ～ 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

修。 1987年 12月 23日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是俄罗

斯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街最高的学者。 2003年 2月,李福清及法

国 、意大利 、美国 、朝鲜 、菲律宾的 6位汉学专家, 获得了中国教

育部颁发的 “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目前全球只有 10人获得

此殊荣。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 研究范围包括俗文学 、古典文学,

进而遍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译成中文的主要著作有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从神话到章

回小说》;直接用中文出版的著作有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

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以及直接用中

文写的《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研究》。

除中国文学之外,李福清对日本 、朝鲜 、越南 、蒙古等文化

亦有研究, 已经超越了汉学家,而成为东方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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