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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杨，女，汉族，1971 年生，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文学博士。现

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朝

鲜语教学及朝鲜文学研究工作。主要学术著作有《中韩近代新小

说比较研究》（独著，获 2010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合著），主持完成院科研基金项目和洛

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 1 项，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

设立项项目《东方民间文学教程》，参编出版《韩汉大词典》。在国

内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 30余篇，主要有《熊女神话母题在

韩国文学作品中的复制》《韩国古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视野》《李朝

前期乐府诗发展的几个特点》《韩国和朝鲜神话研究之比较》《中

韩近代新小说的“新”与“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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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总序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各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人类几

千年的文明史上，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两河流域的洪水神话

和《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

《罗摩衍那》，古代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代伊朗的《列王

纪》，古代日本的《古事纪》和《竹取物语》，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

上的璀璨明珠。而在今天的东方各国，口头传统依然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活形态民间文学依旧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据2007

年6月8日《光明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菲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

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印度的“拉姆里

拉———《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

棉皮影戏”，孟加拉的“吟游歌师歌曲”，印度尼西亚的“哇扬

戏”，韩国的“板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

雅库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均榜

上有名，无可非议地见证了东方各国优秀的口头传统在人类文

化创造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既古老

而又鲜活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财富展示出来，对于全球化的

今天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东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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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术界

不仅要研究好东方民间文学，而且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其引

荐给全社会，因此我们主编了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关于“东方民间文学”的概念，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全

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充斥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今天，人们一提到

“东方”就谈虎色变，好像我们自己不打自招就陷入了西方殖民

话语的圈套。现在又在“东方”后面加上“民间文学”，似乎更是

把本不该放在一起的两个概念硬揉到一起。“民间文学”本来在

中国学术界就没有相应的地位，一直被误解为与作家文学对立

的草根文化，从来不被文人志士和知识分子所正视和尊重。但

是，“东方”和“民间文学”这两个概念却不谋而合地具有两个共

同之处：一是“东方”和“民间文学”（甚至是“民间”）都被误解

过，都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排斥过，今天的处境也是如此；二

是“东方”和“民间文学”都是人类文化的源和根。东方是人类文

化的发祥地，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诞生地；而

民间文学则是作家文学的根。这不仅仅是历史，人类文化发展

的今天也是如此。其实，人类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一直并

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文字出现之后书面传统便完全代替了口头

传统，作家文学完全代替了民间文学。就像东方和西方也一直

是相互依存发展到今天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人为地用二元

对立的逻辑思维将其拆开罢了。实际上，“东方”并不是西方人

教给我们的一种想象的方式，东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家园；“民

间文学”也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文化，而是人类最根本的

表述文化。因此，与其从高深的哲学层面质疑和思辨“东方民间002



文学”的命题能否成立，还不如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给予回

答。我们更愿意做这样一个比喻：“东方民间文学”就是我们自

己的美丽的花园，这个花园里既生长着《吉尔伽美什》《罗摩衍

那》《摩诃婆罗多》和《一千零一夜》那样的参天大树，对世界文

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开满了无数鲜艳而芳香的花朵。这个花

园里流淌的小溪曾经哺育了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化艺术，这

个花园里的沃土也孕育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欣

赏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更喜爱这里每一朵无名的小花。基于

这种信念，我们提出“东方民间文学”的命题，并乐意为东方民

间文学的发扬光大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东方各国丰富多

彩的民间文学展现给读者。而这种展现，不是像介绍作家文学

作品那样，分析其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而是在东方各国各民

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的语境中描述和展示其民间文学或

者口头传统。常言说，“活鱼要在水中看”。只要深入了解东方各

国富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我们就会明白，一个古老的神话，不

能简单地称为“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完全无知和幼稚的想象

故事”，而应看成它所传承的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是其民

族的哲学。一则民间故事，不仅只供人们娱乐和消遣，而且对家

族和社会承担着我们难以想象的重要功能。我们通过东方各国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阅读和理解，就会进一步认识民间文学对东

方传统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在丛书中我们试

图以新的视角解读古代东方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五卷书》《一

千零一夜》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也力求更多地描述和介绍 003



在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民间生活中依然传承着的鲜活的口头传

统。因此，可以说，东方民间文学既是古老的，又是鲜活的。我们

不希望把鱼从水里捞出来做标本，去解剖，虽然那也是必要的；

我们也不提倡把花园里的鲜花摘下来，夹在书本里，让它日渐

枯萎。我们将以欣赏的眼光去描述，去赏析。我们相信，这样的

描述和赏析将使更多的读者为之吸引。因此，我们的“东方民间

文学丛书”，没有对东方民间文学的内容进行高深的理论分析，

而是通过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民间

歌谣、一部部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的深入浅出的赏析，勾勒东

方各国民间文学的一道道风景。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这套

丛书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让东方民间文学更加深入人

心。钟敬文先生说过，“我研究民间文学，是因为我欣赏和喜爱

她。”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东方民间文学，欣赏

东方民间文学。

东方民间文学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绚丽多彩的

东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的整体，而且古

老的东方文学的传统特征主要见之于民间文学。但是，过去的

文学史家们常常习惯用审视作家文学的眼光去介绍和探讨民

间文学作品，未能足够地关注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即口头传

统。其结果，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或传统被看成一个个孤立的作

品。此外，文学史家们过去所关注的只是那些民间文学作品被

记录成文字的印刷文本形态，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在每个东方国

家民族中口头传承至今的传统。也就是说，以往的东方文学史

往往将本质上有区别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相混淆，用研究书004



面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口头传统，即用作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去

解释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其结果，这样的解释和分析不一定

符合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真实情况。目前，我国的东方文学，在

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历来以西方文学为主，东方文学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

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成了衡量东方文学的唯一标准。如果以是否

获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东方文学，那么除了泰戈尔、川端康成

等少数获奖的作家和作品，似乎东方文学就再没有作家和作品

可以与西方文学相媲美了。这样，东方文学便自然与西方文学

相形见绌了。但实际上，人类的文学和文化一样，并没有唯一的

标准，也就是说，标准应该是多样的。东方民间文学在几千年的

传承中为东方文学奠定了传统根基，体现了东方各国各民族文

学传统的多样性。我们认为，与其迎合西方文学的标准，翘盼诺

贝尔文学奖，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如先眼光向下，审

视一下东方文学自己的根基。倘若如此，那么我们就会惊喜地

发现，东方文学传统的丰富多彩原来竟蕴藏在东方民间文学的

花园里！当然，我们也要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要以积极的姿态融

入文学的全球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自己文化的民

族性，保留欣赏东方文学传统的权力。我们的这套丛书，将通过

对东方民间文学的介绍和赏析，展示东方文学过去鲜为人知的

一面。或许，这些内容便是东方文学立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主

要资本，甚至是世界文学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源泉。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 005



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后续成果。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是教育

部百所社科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2001年启

动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的主要成果四卷本《东方民间文学概

论》已于2006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此后，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设

了全校通选课“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和研究生课程“东方民间文

学”，在国内率先开始培养东方民间文学方向的专门人才。与此

同时，我们着手编写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立项教材《东方民间

文学教程》。而即将出版的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则是我们

走出校园，在更广的范围内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使东方

民间文学成为全社会享用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一个尝试。科研成

果从专门研究东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专家学者的案头进入大

学课堂，再普及到广大读者之中，这样一个将学术研究、课堂教

学和社会文化普及三者结合起来的路子，应该是我们大力提倡

的。为此，丛书的作者们以雅俗共赏的标准，持严谨科学的态

度，用通俗易懂的手笔，认认真真地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精

华奉献给读者。丛书各分册的作者，在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

教学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东方民间文学，在感情上已经与各自

对象国的民间文学难割难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每本著作

的字里行间，不仅饱含着作者的智慧和勤劳，也充溢着他们对

东方民间文学的敬重和深深的情感。

东方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学界和

文化领域引起关注也只有几年的历史，但是她已经展示出东方

文化和东方文学中最有希望和最有潜力的风景。我们知道，我

们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更相信，“东方民间文学丛书”这样的一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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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读物对全球化时代善于思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思考中国文

化、思考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讲，应该不是

奢侈的，而是及时的和需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宁夏人民教育

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人

文日本新书”两套有影响的丛书之后推出“东方民间文学丛

书”，体现了文化关怀的可贵精神。最后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

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和北京大学东

方文学研究中心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主 编

200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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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朝鲜历史文化与朝鲜民间文学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它背靠亚欧大陆，三面环海。

北部与中国、俄罗斯接壤，东部、西部、南部分别被日本海、黄海

和朝鲜海峡所围绕。朝鲜半岛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北半部是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 南半部是大韩民国，简称韩

国。朝鲜半岛虽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分裂为两个国家，然而

南北引以为豪的灿烂的历史文化却是同根同祖的朝鲜民族共同

创造的精神财富。

民间文学，朝鲜学者习惯上称为口传文学，韩国学者习惯称

为口碑文学，此外还有民俗文学、口承文艺、民间文艺等多种叫

法。虽然称谓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民大众集体口头创作、口

头传播，有时也靠书面传承的语言艺术。

在朝鲜文学史上，民间文学作为大众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这其中，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

故事、民俗歌谣、民间戏剧、民间说唱、谚语和谜语等多种体裁形

式，内容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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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朝鲜历史文化和朝鲜民间文学的关系

一、原始古代文化及民间文学的产生

大约在 50 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开始在朝鲜半岛

繁衍生息。1966 年从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迹出土的打制石

器，标志着半岛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此出现。距今大约六七千

年前，朝鲜半岛进入新石器时代，平壤、首尔、釜山等城市附近地

区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从靠采集和打猎为生的原

始群居生活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已学会制作有

简单图案的陶器，还会用纺锤和锭盘织布及编织渔网等。公元

前 1500 年左右，随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农业比新石器时代更

为发达，家畜饲养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重要的遗迹是支

石墓，它是原始社会末期酋长们的坟墓。支石墓一般由四块一

人多高的石板围起来，上面再盖上一块更大的石板，在当时没有

现代化起重机械的情况下，靠人力能把重达三四十吨的石板竖

起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从考古学发现和历史记录来看，朝鲜原始文学艺术包括原

始绘画、雕塑、原始歌舞、原始歌谣和神话等。造型和图案各异

的出土陶器说明原始人的艺术创造能力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

平，在劳动中产生的协调动作的号子和助兴的舞蹈动作逐渐发

展，形成了原始的歌舞游戏。当时的原始歌舞是与祭天仪式相

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三国志·东夷传》中记载的“迎鼓、舞天、

东盟”应该看成是原始社会末期歌舞祭天仪式的延续。

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

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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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常以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曰舞天。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祭，相就歌

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

朝鲜现存最早的歌谣《龟何歌》也不是单纯的民谣，而是首

迎神的祷词，具有很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据《三国遗事·驾洛

国记》记载: “……尔等须掘峰顶撮土，歌之云‘龟何龟何，首其现

也。若不现也，燔灼而吃也。’以之蹈舞，则是迎大王，欢喜踊跃

之也。”此外，神话也是这一时期朝鲜原始人类创造的重要文学

艺术形式，它反映了在探索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的过程中，原始

初民们率直而诚挚的认识。原始歌舞和神话艺术作为原始集团

内部大众的集体创作，是朝鲜历史上最初的民间文学形式，同时

民间文学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化及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之前，也

一直是唯一的文学形式。

公元前 8 世纪，朝鲜历史上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古朝鲜建立

起来，①从古朝鲜到公元前 1 世纪三国鼎立时期，中间还曾出现

过卫满朝鲜、三韩和汉四郡等政权。这一时期在农业生产中，人

们不仅种植小麦、大麦、豆子、小米等旱田作物，还开始了水稻生

产，并学会了养蚕织锦。金属加工、武器制造得到了发展，畜力

车、船只作为运输工具投入了生产。

朝鲜的各古代国家虽然在不同的地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但相互间的密切交往使他们保持了文化上的共同性。在古代朝

鲜版图上大量出土的琵琶形短剑和细形铜短剑，不仅显示了当

时人民精巧、细致的艺术才能，也说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习俗

①［朝］林相宗著: 《朝鲜文化概况》，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9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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