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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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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京族约12000人(1982),聚居在中国南海北部湾地区，即广西防城的巫头、山心、□尾三个小

岛，也散居于附近的一些大陆村镇。主要从事海上捕鱼，兼种一些田地或从事制盐。有本民族语

言和土俗字，语言系属尚未确定，很早就通用汉文。中国京族的文学，既包括传统的民间文学，

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作家文学。  

  京族口头文学有民歌、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 

  京族民歌以语言分，有京语民歌和汉语民歌。京语民歌曲调有30多种，其歌词为六、八言。

因此，京家称之为“唱六八”。其格律：每两句为一个单元，上句六言，下句八言，每篇常为四

句、六句到八句，也可连若干双句为长歌。每一单元内，上句末字（即第六字）与下句句中第六

字押腰韵，称为“六六腰韵”；相邻两个单元之间，上一单元下句末字（即第八字），与下一单元上句末字(即第六字)押脚韵，称为

“八六脚韵”；联绵接续,如环似链,称为“六六、八六环链腰脚韵”。例如“祝贺四姓相逢，桃花兰花开同一家；祝贺四姓亲家，媳贤

婿好爸妈得养”（译文遵循原歌格律）。 

  京族汉语民歌用汉语粤方言(当地称为“白话”)和“白话山歌”曲调唱,七言四句(第一句亦可用三言),双句押脚韵。 

  京族民歌反映了京家海岛风光和海上捕鱼生活，内容有礼俗歌、盘问歌、叙事歌、苦歌、儿歌、情歌、海歌、唱哈词等。唱哈词在

京族民族节日──唱哈节中，由哈妹(女歌手)在哈亭演唱。哈亭,即歌亭。唱哈节,即唱歌节。包括祭神、祀祖、唱歌三项活动。哈妹所

唱的唱哈词有:《京汉结义歌》等歌唱民族团结与友谊；《千里念》等为情歌；有《刘平、杨礼结义》、《宋珍与陈菊花》等叙事长

歌；此外有的民歌还将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赤壁怀古》等汉族古典诗词译成京语，用“唱六八”曲调演唱。海歌，咏唱海上

的景物，歌声高亢，曲调犹如波峰浪谷，高低起伏。民歌，在京族民间文学中也是引人注目的样式，《出海歌》、《摇船曲》等表现传

统的渔业生产的"海歌"，是其中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部分。 

  京族口头文学中的散文作品，有山水传说《三岛传奇》,风物传说《独弦琴的声音》,海上动植物故事《山榄探海》、 《海龙王开

大会》、 《白牛鱼的故事》等。机智人物故事有《计叔》等。京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十分丰富。据一则关于京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南海

北部湾三岛的传说讲，古时候，有三条渔船在海上打渔，被大风浪掀翻，正在渔民们几乎要被群鲨吞食之际，神仙从天而降，用利剑赶

走鲨鱼，并从海面画了三个小圈，结果三处冒出了沙岛，使渔民得以生还；后来三岛涌出清泉，盛产谷物，成了京族人民世代生息之

地。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动植物故事占有很大比重，《海白鳝和长颈鹤》、《白牛鱼的故事》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选统

领》、《赶海妹》等生活故事，则反映了京族人民的社会理想。 

  1949年以后，李英敏、苏维光、潘恒济、莫振芳等作家和诗人先后登上文坛，他们的书面文学创作，为京族文学的史册，揭开了新

的一页。当代京族作家李英敏的主要作品有电影《南岛风云》、《椰林曲》、《十天》，短篇小说集《椰风蕉雨》，散文集《五月的鲜

花》等。 

  

        

 

 



 

本栏目各民族图片均采自“中国网 ”的“中国少数民族专栏”，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版权所有。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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