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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萨满传（上下册）》

内容概要

罗洛屯老员外的骄子，打猎不幸身亡。尼山萨满以其高超的神力为他赴阴寻魂，遭遇各种艰难险阻，
一路闯关，终于夺回员外儿子的灵魂，使他起死回生。故事情节离奇古怪而又荡人魂魄，读之令人不
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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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萨满传（上下册）》

作者简介

富育光，满族，1933年5月生，黑龙江省爱辉县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
现任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富育光同志自幼生于黑龙江畔满族
聚居地，老人均操满语，从小受满族文化的熏陶，受家族长辈逢年遇节讲述满族传统说部“乌勒本”
的影响，在家族长辈的训育下，掌握家族十余部著名的家传长篇说部故事，有一定影响的满族说部传
承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民间口碑文学挖掘、搜集
与研究工作。曾任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自1984年
至1989年期间，在全国和吉林省民间文艺刊物上多次发表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民间传说故事。1984年，
在全国最早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满族民间传说故事选《七彩神火》。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最早
一本满族传说故事选，受到国内外好评，荣获吉林省关东三宝奖、全国民间文学三等奖。1986年2月，
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的《康熙的传说》；1989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
的满族传说《风流罕王秘传》，也在国内受到好评。1986年至2005年期间，在全国积极致力于满族古
老的传统说部“乌勒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2006年，满族说部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其中《萨大
人传》（上、下）、《飞啸三巧传奇》（上、下）、《东海沉冤录》（上、下）、《雪妃娘娘和包鲁
嘎汗》、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以及《尼山萨满传》（上、下），皆为富育光先生自小家传
与后期收集整理的满族民间口碑传说故事，共计九部，600余万字，为我国清史、东北边疆史、北方民
族史、北方民俗史、神话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
，富育光先生正在为满族说部第二批传说故事的出版在紧张忙碌着。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社会科学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富育光除从事满族等北方民族民间文学
的搜集、整理、研究外，并1980年以来，致力于中国萨满教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承担和主持国家“
八五”、“九五”萨满教研究课题，参与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
研究》。出版专著《萨满教与神话》、《萨满论》、《萨满教女神》、《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等二
十余部、论文九十余篇。2007年，获国家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2008年，
获吉林省政府第九届长白山文艺奖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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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萨满传（上下册）》

章节摘录

　　《尼山萨满》与北方民族　　富育光　　在满族民间口承文学遗产中，《尼山萨满》家喻户晓，
至今在我国北方诸民族中颇有影响。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爱辉等地
，在民间陆续发现满文《尼山萨满》手抄传本，并于1961年公诸于世，尤使《尼山萨满》享誉国内外
。自《尼山萨满》面世至今四十余年间，又有不少国家先后用德、英、日、朝、意等文字译注发表，
评介之文无法数计，国内外已形成专门研究《尼山萨满》的“尼山学”，足见其深远的文化感染力。
　　早年，《尼山萨满》引起世界学者的青睐与重视，究其因不外以下两点：首先，《尼山萨满》自
身的情节故事以离奇、生动、感人著称。故事主人公尼山萨满虽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野寡妇，但她更
是一位身藏高超神技、心地善良、怜爱族众的萨满，经她几番机智周折，救回被阎罗王掠走的无辜爱
子，最终使员外家皆大欢喜，而尼山萨满本人则蒙罪被投井而亡。后人赞赏她、缅怀她，永世听到井
中不息的神鼓声。尼山萨满拯救黎庶的无畏精神深受世人颂扬，成为满族包括北方各族妇孺长幼口中
的美谈。其二，《尼山萨满》公诸于世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有一个因素是：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随着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有清一代社会上曾经作为重要语言文字交流工具之满文亦随之扬弃。民
国旅政，社会动荡，满文又失使用功能，在社会生活中被人渐忘、消逝。在不少人士的知识视野中，
满文似乎已无复可见，或可在某些藏书馆中问津了。正因满文长期离开人们生活，有不少人士不知满
文字体，甚或不知满文在有清二百余年间在国内外所产生和遗存下来的文化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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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萨满传（上下册）》

精彩短评

1、...........这个结局也太坑爹了吧啊喂！！尼山萨满还真是倒霉.........
2、同一个故事，收录了许多不同地区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只有个别地方有些许差别。还有满语的记
录，作为资料收藏更有价值。
3、留存，好书。留存，好书。
4、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5、我觉得这套书弄很多个版本实在是多余，考定出一个普通版就好了，浪费纸张
6、这个故事挺好看的~
7、这套书是很珍贵的材料，特别是其中的满文原文部分，虽然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但其价值所在
已经不言而喻了～～书的装订印刷也多不错，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装订，都是好评！！
8、只看了下册  全书只讲了一个故事的不同译本  感觉还行吧。。。
9、尼山萨满，满语写作“Nisan saman”，萨满教是西伯利亚、蒙古、东北亚以及日本、朝鲜等地古
代民族共通的宗教。满文本的《尼山萨满传》最早是俄罗斯学者发现的，当时震惊了世界。本人因通
满语，所以购读，但书中均是汉文写作。不过书中后附的光盘中，有一位何姓的老人，用满语讲述尼
山萨满故事的视频资料非常珍贵。《尼山萨满传》是满——通古斯语的重要文化遗产。如果对满语、
满族历史文化感兴趣，推荐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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