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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黎族的文学，由民间口承的文学和作家创作的作品两部分组成，其中民间文学占有重要的

位置。在黎族的神话作品中，《洪水的故事》、《螃蟹精》、《南瓜的故事》等洪水神话相当丰

富，这与黎族古来便聚居在海南岛而当地在远古时代曾遭到过异常规模的海侵不无关系，洪水神话

带有该民族初民早期记忆的印痕。另一类图腾神话《天狗》、《黎母山的传说》、《约加拉西》

等，则反映了黎族祖先认为人类起源于动物的朴素看法。黎族的民间传说，有《五指山的由来》、

《黥面纹身的来源》、《鹿回头》等。民间故事，以表现男女青年的爱情和揭露剥削阶级的丑恶为

两种常见的主题，《勇敢的打拖》、《甘工鸟》、《石门》等，在黎族民间都有广泛的流传。已经

搜集和记录的黎族民间叙事诗，有将近10部。《阿丢和阿藤》，是一部讲述黎族各支系由来与变迁

历史的长诗；其他表现黎族原始社会生活场景的叙事诗，还有《巴定》、《吞桃汉》等。黎族民歌

可以分为"生活歌"、"情歌"、"劳动歌"、"仪礼歌"和"儿歌"等不同的门类。黎族民歌包括用黎语黎

调演唱的和用海南汉语方言加配黎调演唱的两种，其中前者有脚韵、腰脚韵和头脚韵三种用韵形

式，歌唱起来，音韵和谐，节奏感很强。黎族的作家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于文坛的，龙敏、王海等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为黎

族书面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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