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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游坪对梅葛的守望

发布日期：2006-04-08  

【打印文章】

□  本报记者  陈湘  陈潇  通讯员  罗家裕  文\ 图 

     “你是我亲戚，我要说给你。”马游彝家人在唱梅葛之前总要先唱这一句，记者也要把这句放在这篇报道的开头。 

 

一 

  

      当桃花、梨花、油菜花、杜鹃花把小山村马游装点得悠然自得而生机勃勃的时候，梅葛就“开花”了。 

      2006年3月7日，旧历二月八，彝族年，第二届梅葛文化节在马游举办，这个梅葛“开花”的重要日子，记者去马游看梅葛“开

花”。 

     “春风吹到河两岸，河边柳树先发芽……草木鸟兽都发芽，世间万物都开花……春风吹到傣族头上，傣族开花；吹到高山彝族头

上，彝族也开花；吹到坝子的汉族头上，汉族也开花……”。希望万事万物都兴旺发达的马游人，对春天有着质朴、宽泛而深刻的认

识。 

      马游人也要“开花”。而他们“开花”的方式之一，就是二月八欢欢喜喜过大年，其中必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聚在一起“吼”上三

天三夜的梅葛。山里的马游人习惯把唱梅葛说成“吼”梅葛，只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吼”才足以表达他们对梅葛的崇敬与激情。 

      马游在哪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官屯乡，是一个彝族聚居的村委会。由于先辈是从凉山一带迁徙而来，凉山地名多

带一个“坪”字，为怀念祖先，加之马游地势较平，因此又叫马游坪。 

      梅葛是什么？是彝族的一部长篇史诗，是彝族人民口耳相传的文化经典，是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少数民族口承文化的瑰丽珍品

和典型代表。 

     “梅葛”一词是彝语的音译，意为“唱述过去的事”，因以唱述为特点，“梅葛”又是调子的名称。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反映

了彝族人民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的全貌，被视为彝家的“根谱”、彝族的“百科全书”。“梅葛”没有文字记载，千百年来，完全靠口

耳相传保存下来，教授原始的知识积累，贯彻传统的行为模式，维护古老的社会传统，传播久远的美学经验。 

     “梅葛”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自称为“罗罗颇”、“俚颇”的彝族支系中，其中姚安县马游、大姚县

昙华、永仁县直苴等彝族村是主要流传地，素有“梅葛”之乡的美誉，其中马游最为有名，有“梅葛故地”之称。逢年过节、婚丧嫁

娶、起房盖屋等重大活动时，都要请朵觋（马游对毕摩的称呼）或歌手唱上三天三夜。会唱“梅葛”的朵觋和歌手，受到彝族人民的尊

重，他们成为彝族中最有学问的人。 

      目前收集出版的《梅葛》共分四大部分，分别为“创世”、“造物”、“婚恋”和“丧葬”。每一部分都由若干小篇组成，各篇

各部分都有相对独立的意义，都可以单独演唱。 

     “梅葛”既反映了彝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世界观和对宇宙万物的丰富想象，也反映了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既反

映了彝族人民恋爱、婚姻、丧事、怀亲、送别等生活习俗，也反映了彝族同胞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亲密关系。 

     《梅葛》的收集整理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楚雄中学的夏杨、黄笛扬和云南艺术学院的杨放等一些有识之士就关注收集

过；1957年，当时的云南省文联主席的徐嘉瑞到姚安调研收集，并与时任姚安县文教科科长陈继平就梅葛收集问题进行了磋商；此后，

陈继平组织文化馆郭开云等人，对流传在马游地区的“梅葛”开始了全面的收集整理；1958年底，云南省文联等单位组织了云南省民族

民间文学调查队，其中郭思九等六人参与了梅葛的收集整理。通过对郭天元、字发生、李申呼颇、李福玉颇等梅葛歌手传唱内容的收集

挖掘，最终形成四份原始材料，经整理，一部长达5770余行的彝族长篇创世史诗于1959年9月得以出版发行。 

     《梅葛》一书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中国思想史家、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认为，《梅葛》可以与《诗经》相媲美。

1961年，文学巨匠郭沫若途经楚雄赋诗赞道：百花齐放在边疆，十二兄弟聚一堂，造天造地齐努力，歌舞梅葛溢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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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八一大早，马游坪就热闹起来了。忙着准备年饭的，忙着上山采花的，忙着拿出三弦、月琴调弦的，忙着在村头摆摊卖针

头线脑、土布花边的……。 

      64岁的郭有珍穿上自己最漂亮的彝族服装，和老姊妹们忙着梳妆打扮，准备登台表演梅葛。她是马游梅葛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艺人”。 

      郭有珍的哥哥——76岁的老支书郭有宗也是有名的梅葛歌手，他特意穿上彝家的羊皮褂，带上杆烟锅到村委会的院子里转了一

圈，看见村支书罗文辉忙里忙外地指挥着大家在“马游梅葛文化站”门前搭舞台，满意地笑着回去了。 

      美丽的彝家姑娘自桂菊这一天特别高兴，自从去年从昆明一家叫“民族风情园”的餐馆打工回到马游，她就没机会好好跳“左

脚”唱梅葛了，今天可以痛痛快快跳一回。 

      最忙最兴奋的要数马游梅葛演唱队的队长自开旺，除了组织大家准备节目外，他把自己打扮得很“地道”，连领带都是自制的，

绣上了彝家艳丽别致的图案。 

      下午两点，梅葛文化节开幕。芦笙吹起来，梅葛唱起来，马游坪的男女老幼聚拢来，随着彝山古老的旋律踏歌起舞。采来最艳的

马樱花，采来最绿的青松毛，女人们穿上最新的绣花衣，男人们戴上缀着七彩飘带的麦秆帽，马游人在和煦的春风中唱出他们心中的梅

葛。 

      整整一个下午，所有的来宾都和马游人一起沉醉在梅葛的旋律和舞步中。 

     “远古的时候没有天，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格滋天神要造天，格滋天神要造地……”当毕摩手持响铃、松枝，唱颂着“创世史”

的时候，人们仿佛跟随他走进了世界的洪荒时代。那里人神合一、童年时期的人类在了解自然、征服世界的渴望中，自如穿越上下亿万

年。 

     “一年十个月，一月四十天。分了年月日，盘田种地收五谷，年月分错了，五谷不成熟。”老年梅葛娓娓道来，将彝族人民祖祖

辈辈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传给子孙后代。 

      青年梅葛婉转缠绵唱出恋人间的真情实意，娃娃梅葛生动活泼体现出儿童的率直天真。 

      整个村寨和四方八邻的彝家人来了，昆明、楚雄和姚安城的宾客也来了。大家跳起古朴粗犷的舞蹈，在芦笙、月琴的伴奏下齐唱

众和。直到日落西山，直到月上枝头，直到朝霞满天。 

      晚上我们住县城，但依然感受到了梅葛之乡的魅力。在县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十点多钟，却是彝家歌舞正酣的时候。十几人或几

十人围成一圈，竟围了十几圈，挤满了广场。队伍中一个彝家小伙告诉我们，他们将且歌且舞通宵达旦。 

      第二天早晨五点多，记者就被从广场传来的歌舞声唤醒，在晨曦中走去一看，歌舞了一夜的彝家姑娘小伙依然兴致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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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游村，568户2147人，96%的人都是彝族，2005年，人均纯收入1190元，人均有粮296公斤，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农业山区村。去

年，在县里的策划组织下马游搞了第一届梅葛文化节，今年第二届梅葛文化节由村里自己搞，县民宗局挤了3000元经费给予支持。 

      楚雄州政协委员普珍、姚安县民宗局局长王秀夫等对记者说，马游梅葛的生存状态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 

      歌手辞世使“梅葛”的传承面临危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游的歌手熟知和传唱的各类“梅葛”调很全，那个年代“梅

葛”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精通“梅葛”、善唱“梅葛”的歌手比比皆是。但时隔40多年，老一代歌手相继辞世，现在“梅葛”的传承

人已是屈指可数。目前，马游60岁以上擅长演唱“老人梅葛”含创世内容的歌手已不足5人，且无人能够完整演唱；30至50岁的中青

年，多只会唱“青年梅葛”，仅有极个别能够演唱部分创世“梅葛”；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会唱“娃娃梅葛”的歌手已十分稀少。 

      语境改变使“梅葛”传承失去本真。传统唱法韵味十足，而现在的歌手往往平铺直叙，显得平淡无味。近年来，年轻一代会讲彝

语的人越来越少，“梅葛”也就逐渐萎缩，彝语一旦消失，“梅葛”自然也将随着语境的消亡而不复存在。 

      习俗变化带来传唱内容的部分丧失。“梅葛”是由它特定的风俗习惯来实现传承的。过去马游彝族举办婚礼十分热闹，喜庆场合

以歌助兴，而最具特色的是朵觋要为入喜场的新娘举行退邪神仪式，并演唱“七喷梅葛”（退邪神），同时由歌手演唱“该磨梅葛”

（犁喜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移风易俗中，这种传统婚俗已废弃，“七喷梅葛”和“该磨梅葛”也随之失传。青年人恋爱场所“姑



娘房”的消失、聚会形式“做相伙”的改变，使婚恋梅葛失去了生存的良好土壤。 

      外来文化的冲击使“梅葛”传承受到严峻挑战。过去男女对唱“梅葛”是彝族生活中主要的娱乐方式，每逢婚嫁年节，人们在比

赛中相互考问，在演唱中大显身手。而如今，农村包产到户减少了人们聚集的机会和时光，村里60%的人家有电视、30%的人家有影碟

机，传统的娱乐方式大大改变，青年人出外做工，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环境。世代绵延的口承“梅葛”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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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葛曾为马游、姚安，甚至云南赢得了荣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罗学明等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梅葛，得到中央领导的赞

赏；六十年代初，随着《梅葛》的出版，马游梅葛更是声名大振，经常在州县内外演出；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马游梅葛再次唱到

北京，演唱者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受到国家民委、国家文化部的表彰；1990年马游梅葛歌手赴日本参加了亚洲民间艺术节，梅

葛歌舞深受国际友人的喜爱；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梅葛就是楚雄州文艺汇演必不可少的节目，是云南省民族民间文艺的亮点。在姚

安县公布的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名录中，马游彝族传统文化区名列保护区之首，在云南省文化厅命名的民族民间艺人中，马游一个小小

的村就有三人。 

      然而，近年来马游梅葛的生存危机不断显现，靠过年唱唱、出外演演的方式似乎已远远不能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马

游的几位村干部和梅葛歌手，他们都对梅葛的生存状态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同时又都在努力地思考和寻求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开旺，从县民宗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后，回到马游从事梅葛文化的保护传承，在他的张罗下，30多人的马游梅葛演唱队组织了

起来，并在梅葛文化站经常开展活动。姚安县民宗局的同志告诉记者，他退休时单位要给他买个纪念品，他说，要买就买个录音机，带

回去收集梅葛。那个小录音机后来成了马游梅葛演唱队最重要的“财产”。 

      在第二届梅葛文化节这天，记者在文化站和即将登台表演的自开旺聊起时，他说：“马游是梅葛的故乡，为此我们感到很自豪，

但是这些年村里会唱梅葛的人越来越少，老的老去了，中年的忙着做活，小的不想学，以前生产生活离不开梅葛，现在不同了。大家担

心等我们这些老的死了，梅葛也就死了。州、县民宗局给了我们村一点钱盖了这个文化站，我们也把梅葛演唱队组织了起来，但是一点

钱都没有，想添个乐器买个象样的录音机都没有，所有的道具都是自己做的……”自开旺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用纸板和小木棍做的锄头给

记者看。 

      马游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文辉在向记者细致地介绍了梅葛的现状后说：“2000年以来，马游村村支部、村委会都很重视梅葛的保护

传承，但是除了组织动员村民利用农闲开展一些活动，同时向上呼吁争取支持外，村里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县里近年来也很重视，但我

们是一个穷县，县里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在这位每个月只有300多元补贴的村干部脸上，记者看到了深深的无奈。 

      在第二届梅葛文化节上，记者见到了姚安县县长何锡英和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县长曾杰，还有想要在姚安投资梅葛文化广场的客商

和州、县相关部门的领导，他们一直在为梅葛歌手的表演热烈地鼓掌，并加入到彝家歌舞的行列。县里领导和各方人士的关注是对守望

梅葛的马游人最大的支持。好客的彝家人表演结束后依然围着宾客又说又唱：“你从远方来，没有什么送给你，唱段梅葛献给你，采朵

马樱花送给你……”。 

      第二天，记者在姚安县县委办公楼专访了县委书记李自云，这位彝族毕摩的后代对文化情有独钟。他对记者说：“梅葛是民族文

化遗产中的精彩一页，它传承悠久历史、厚重文化，它维系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增进民族的凝聚力，是把姚安建成云南‘文化名县’

最大的特色和最深厚的资源。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成就，为梅葛文化的保护传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梅葛文

化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经验。” 

      姚安计划组织传唱队，加强梅葛的保护，扩大梅葛的影响，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符合新农村建设的特点，又传承了民族文化，带

动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在县城建设梅葛文化广场，为民族民间歌舞提供场所，为文化保护开发凝聚气氛；此外，姚安县已着手依

法保护梅葛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必须始终把握其核

心价值，以观念上、思路上、机制上、方法上的突破，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并重双赢。” 

      让世界和马游坪一起，让我们和马游人一起，盼望着，在另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梅葛”美丽自如地绽放。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信息中心 发布时间：2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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