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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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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景颇族的文学，由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民间文学与新型的作家文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成。

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文学中间，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叙事诗、民歌等不同类别的作品都比较

多。被景颇族称作"木脑斋瓦"的一部记录本民族历史进程的古歌，长达万行，有五、六种异文，

作品以神奇的构思，歌颂了人类始祖宁贯瓦改造天地、生育子女从而成为景颇族人民心目中最伟

大的古代英雄的生动故事。景颇族的长篇叙事诗，以表达善恶斗争和颂扬真挚爱情为两大主要题

材，代表性作品有《凯诺与凯刚》、《腊必毛垂与羌退必波》等。在景颇族的民歌中，习俗歌非

常丰富，"种庄稼"、"建寨盖房歌"、"结婚歌"、"丧葬歌"等不同门类的习俗歌，都可以用世代相传的固定曲调来演唱。景颇族的民间故

事，包括"生活故事"、"幻想故事"和"动物寓言故事"等几个部分，其中《美丽的巴板鸟》、《邻居》之类的动物寓言故事，不仅十分精

彩，而且富有哲理意味。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石瑞、岳丁、晨宏、玛波、岳坚等一批景颇族的中、青年作家，开始用汉文或景颇文

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表现出很好的创作势头，从而结束了该民族只有口头文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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