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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亩多民族结合市

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

的农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患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

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

古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

雷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

统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在自

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晓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困境内各族所共称的提菌。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

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

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部个民族和衷共济，

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

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提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

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

义情感广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划、心理素

1 



庚、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国爱屋主义市集

合了民族凝聚力，娱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

民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 00 ，爱望主义与社

会主义本庚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杨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

奋民族精神，凝聚全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能业，为实现由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

要抓好中华员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

示，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

丛书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 6 卷，共 100

册，每册 10 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

有风华正茂的博士、藏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

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

士。 Iz5l!lt ，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

可读性，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

原始资料外，又破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

遍开展多种影式的教育活动。搏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二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中昌的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括不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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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衍崇

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高竭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

们努力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爵乐见的读物，感染熏

陶，潜移默化，由浅入深，德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

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

赞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岳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

肆。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屋主义教育，弘荡中

华文化，是新世纪的结大工程。我lì丁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

为这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

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

跟时改正。

编者

2001 年 3 丹

3 



吕 录

恙序………...... ...... ....….. ...... .... .…….. .... ..…. .... .... ..….. ..... ...... .... 1 

引言

、民间文学=人民的口头文学……..... .... ...... ... .….. 1 

1.文学的涯头在民 f司.... .... .... 

2. 有特点才串成一类…·

3. 民族的无价之宝 …. . 
一、神话=远古的故事……·

--、

1.只有远古才有神话 ……… 

2. 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 …………………………… 20 

3. 盘古·大禹·黄帝 ……………………………… M 

传说:传奇的故事.... ... ..... .... ..... .... ... .... .... ... ... .... ... 32 

1.口耳相传的历史 ……........…. ... .... ..…………. 32 

2. 既可信又传奇 ………….... ..... ..…………………. 37 

3. 人物 .m 史·风物 …………………... ... ..……. 40 

四、童话:幻想的故事…….. . .. . .. • .. .. . . .• .. ....……….... ... ... 46 

1.没有幻想不成童话 ………………………………" 
2. 宝物·怪孩子·猿外婆 ... ••. ... ..... ..... .... ..... ..……. 51 

3. 动物也有故事 …... ... ... ..... .•. ... .... ... ... .... ..……. 56 

五、故事=生活的故事…….... ...… 

l 



1.生活的真实反映 ……….... .... ...…………………. 59 

2. 长工·巧女·阿凡提 ……………..... .... ....………. 61 

3. 笑后还要深思 ...... ..... ...……………………………. 67 

六、歌谣:人民群众的诗歌

1. 歌谣与歌节 ..... ..... ....……….. ...... ..... ...... ...... .... ....………'71 

2. 劳动·时政·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75 

3. 号子·山歌·小混 ………………...... ...... ...………. 84 

七、民间长诗:震前文学的宏篇巨制…….... .... ..….. 90 

1. (<哭嫁歌》与《我的么表妹〉…………………… 90

2. (<阿诗玛》与《嘎达梅林》……………………… 93

3. <{ F可细的先基》与《格萨生之》…………………… 98

八、搜集与整理:罢!可文学的基础工作……... ... 106 

1. 全面·忠实·慎重……………...... ...... ....….. .......... .... 106 

2. 态度·方法……………………………………… 111

2 



引言

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艺术。它是摞远就长、历

史悠久的最古老的文学，是受到亿万人景群众热爱的、群众

性最强的文学。民闰文学产生于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因

为没有文字，那时的文学就只能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又

因为人民群众的巨头语言是最能表现生活、表达患想感情的

交际工具，黯旦侄子记忆和流传，主吁以在文字产生之后乃至

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之后，以口头语言进行创作饲然是民

间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当然，原始社会的文学创作，其含

义也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因为那时人类社会还处于

初创时期，生产力又非常纸下，人类尚无明确的桂会分工，意

识形态也没有政治、哲学、艺术、文学之类的分野，那时的

创作完全是由于劳动与生活的需要而进有的，从劳动的呼喊

逐渐有了诗歌，从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解释开始有了神话。而

这些创作又都是在劳动与生活的群体中进行的，是由集体创

作并在集体中流传，厉以口头性与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最基

本的特征。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民间文学，却有着非常重要

的价擅与意义。恩格斯曾经说过 z 民闰故事书的使命是在一

个在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疫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

露、感到j块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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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的困地变成穰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

韭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的学徒的可玲的顶屋变成诗的世界和

黄金的宫殿，而担他的健壮的情人形容成美醋的公主。1.B 民

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 z 同圣经一样地照明他的精神品质，

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

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作家由于向

民间文学学习，吸取民间文学的题材、形式和语言西创作出

不苟作品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在我国是这样，在外国也是

这样。吉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与《伊索寓言》、意大利诗

人但了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 ))，都是和古代神话、传

说、故事分不开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商

叶上《李尔王上《哈姆雷特》都腹取了当时流传的有关故事

和传说 z 歌德的《浮士德》与民间传说《浮士德博士》有着

直接的关系;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及长诗

《叶甫盖层·奥涅金》等都和民间传说故事有着密切关系。其

他如英国诗人雪菜、拜伦，法国作家席勒，西班牙作家塞万

提斯，俄罗斯作家高宗基、伊萨柯夫斯基等，他的的创作都

不民程度地受到了民间文学的陶冶与影响。是人民群众组自

己能造的形象、语言、体裁元私地奉献出来，供作家诗人去

学习、借鉴、利用。民间文学是哺育作家成长的保姆。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他

们的文学创作也常常受到压制和迫害，民闰文学作品也不能

得到公正的评铃。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错误地认为民间文

学是每级的，没有多大价值的。在全国解放以后，随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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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民间文学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的认

识，它的价值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

来越被人们重视。

您手中的这本书，所介绍的还仅仅是关于民间文学的基

础知识。期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对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学

习，更进一步了解与认识民胡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爱好者，

进商为民间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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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 z 人民的口头文学

1. 文学的漂头在民闰

青年朋友们都读过许多小说、散文和诗歌，看过许多戏

剧、电影、电视剧。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些作家、诗人

创作的，这类作品被称为作家文学。朋友们也接触过另外一

类并无固定作者却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作品，比如在童年时

听老握母讲过一只狼装成外婆的样子，骗过了单纯、幼稚的

孩子，吃了小妹妹，后来孩子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终于制服

了老狼的故事:都听过母亲哄孩子睡觉时哼唱的儿歌z 每当

年节也听过大人们讲的什么牛郎织女呀，端午节吃棕子呀，黯

月初八吃腊八粥呀等故事。这些银难找出具体作者却广泛流

传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作品，就是民间文学。它是人民群众的

口头文学。

提i司文学历史悠久，摞远琉长。它是文学的源头。它的

起摞可以追溯到千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今天能看到的最早

的作品是《吴越春秋》中记载的一首打猎的《弹歌)): "断竹，

续件，飞土，逐肉。"相传这是黄帝时期的作品。它月四句、

八个字非常简练的写出了"弹" (d部音旦〉这种古老武器的

制作与用它射出弹丸获取猪物的过程，也表现了古代人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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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时的欢快必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原始人为了共同劳作，

必须发表意见，比如拾大木头时有人喊出了劳动的呼声‘杭

育杭育'，这种呼喊声后来逐渐演化为劳动的号子，这就是最

早的文学创作。"①

大家都知道，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枝人自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 500 多年间的诗歌 305 篇，而它的

精华 160 篇《国风》的绝大多数就是民间文学作品;就是在

《雅》中也有部分民间文学作品。神话也是产生得最早的文学

祥式。我们的祖先们，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看到月圈月

缺，看到人们的生老病死等岳然与社会现象。他们很想了解

其中的奥秘，但又不能认识它的的规律，所以就把这些变化

的原因统统归之于神的意志与力量。他们认为这些变化莫测

的现象都是有一个掉在指挥着、控制着。所以就有了"盘古

开天辟地"的神话，有了"女蜗造人"的神话，有了"弄射

九日"的禅话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不仅表现了

人民群众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靖，也

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最祀的创作才能。

民间文学一经产生，它就随着时代按黑自己的艺术理律，

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先秦的歌谣到汉魏六朝的乐府，又到晓

需的山歌时谓;由远古的神话到自娘子、关公、每公一类的

传说，以至明清时代的笑话等，不仅文学形式在不断地增加，

商丑内容也在逐渐丰富。就是到了近现代， ilJ 了薪中国成立

后的今天，人民群众仍然创造出了数不清的反秧现实生活的

①鲁迅 I <<旦介事杂文-(1外文谈)， <<鲁迅全集 E 第六卷，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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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学作品。如民主革命时期产生于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

歌谣、陕北民歌;讲述革命领袖及英雄人物如贺龙、陈毅、杨

靖宇等事迹的传说故事。今天用有歌镇党、歌颂社会主义，反

映新生活的歌谣与故事。民间文学从开始到今天，在人民群

众那里就有着广阔的天地，就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总是

以自己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方法去塑造人物、梅患情节，去反

映广大人民群众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去抒发出生活商产生

的喜怒哀乐的惑情。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匮和人们的铺见，民

间文学在社会上并没有受到像作家文学那样的重视，但它作

为与作家文学相并行的文学类剔，却一直在发展着。将来也

会有更大的发展。

一些崩友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闰题:击对一些作品，怎样

才能识到出它是民间文学作品呢?这确实不仅是个实践问题，

而且是个理论问题。对民间文学的识到，一要看它的作者，二

要看它的创作与流传方式，三要看作品的捍式。

民间文学的作者是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劳动人

民为主的人民群众。所以民间文学作品经常是没有具体作者

的作品。按照这条挥准，就捏有具体作者的作家文学与民闰

文学区别了开来。同时也范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些文人和用

琵肉文学形式进行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区别开来。这辈作品有

时也是不署作者姓名的，但由于它不是人民群众的能作，所

反挟的就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感受，所以也不能属于民间

文学范畴。从缸作与流传方式上看，民间文学作品是口头创

作，是在口耳之间流传的作品，它是一种口头文学。对民间

文学来说，能否在人民中间流传，是检验创作是否成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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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只有那些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与感情的作品，人

民群众才欢迎它，才能把它记在心里，讲在嘴上，世代流传。

那些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无一不是长期地流传在人民的口

耳之间，又不断地被广大人民群众如工丰富，雨终于成为全

民族、全社会的文化财富的。按照这条标准，就把书面文学

与离间文学区到了开来。当然，民间文学的这种创作与流传

方式也是和人员群众历来没有文化的情况分不开的。但就是

在今天人民群众掌握了文化，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许多书面

创作与书噩流传的作品之后，民间文学仍然是以通俗的人民

群众的口语进行创作的作品。另外，民间文学在长期的艺术

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影式。如神话、传说、

故事、童话、笑话以及民歌、畏谣、民向叙事诗与史诗等等，

这些体裁形式为人民群众所熟知，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它

们是民间文学所独有的文学形式。按照这条标准，就把群众

的业余部作与民间文学区到了开来。而人民群众利用小说、散

文、戏割、电视剧等体裁形式进行的创作，那则是业余创作。

当然，在对一些作品进行鉴那时，应担这三条挥准综合起来，

给予实事求是的判断。

2. 奇特点君自成一类

民间文学在创作与流传上，有着自己的特色，表现为集

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与传承性。

民间文学基本上是一种集体创作、在集体中流传的文学。

它反换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愿望，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

慧与才能，并为人民群众所共离承认与保存，这就形成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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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文学的集体性特征。可以说民商文学从创作到流传，从卸

工惨改到保存，始终和人民群众这个伟大的集体有着密切的

关系。

集体性的形成是与远古时期人们的集体生活与集体劳动

分不开的。那时候人类社会处在最保级黯段，一个人如果建

生存就必须紧紧候靠集体。主吁以那时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

神生产，都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不倒外。

众多的民闰文学作品，正是在集体的生产、采集与持猎活动

中，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产生的。十六七世纪以来，有人曾

对当时还处在原始公社后期的社会发展较慢前民族进行过揭

查，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可见，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当人

们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集体，每个人的思想;事情和行为都必

须无条件服从集体的时候，集体创作只能是维一的方式。就

是到了后来，人民群众仍然沿袭着这种创作与流传的方式，使

集体性成了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民间文学作品通常是由这样几种能作方式雨产生的。一

是郎兴而发，一人一句的方式。这是人的在集体生活与集体

劳动的场合中，因为某种需要或由某一情景的引发，兴致一

来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的能作。那些鼓舞劳动热情，减轻

劳动负担，调节劳动节奏，抒发某种感情的歌谣，那些欢庆

丰收，伴随各种习俗祭祖活动的歌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二

是由一人创作，众人加工修改的方式。这往往是由一个人首

先创作出较为完整的歌谣或故事，有的也可能就是一个故事

的梗攘，然后在流传中由于大家的补充、润色、加工、修改，

最后成了一个完美的文学作品。像《牛部与织女》、《格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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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许多传说、故事及较长的歌谣与长诗，大都是这样创

作出来的;三是由群众中的民间诗人、民歌手等进行的个人

创作。有的崩友会间，这种个人创作怎么会有集体性呢?这

是因为，民间诗人与民歌手他们来自群众，是人民群众中的

一员，他们最了解群众，最懂得人民群众的心理与愿望，黯

以他们的创作也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悲和感情;从创作过程

上看，她们往往是在一个作品刚刚孕育或熟的时候，就讲

(或唱〉给J11j人听，费了别人的意见再做认真的修改，然后再

讲给别人畴。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最后完成的作品，已经

是集中了群众智慧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诗人

与民歌手的个人创作才具有了集体性的特征。

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又一重要特缸。它是说民间文学具

有口头缸作、口头流传的特点。所以，也有人称民间文学为

"口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民闰文学为什么会有口头

性，其原因也是多方菌的。首先是因为民间文学产生于上吉

原始时代，那时还没有文字，所以口头创作是慢一的创作方

式。任何一个民族的远古祖先，他们都是以口头创作的方式，

去反映生活表达感情的;其次，在文字产生之后，由于阶级

的出现及阶级压迫、黯级剥肖司的存在，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

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雨且也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

权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仍然处于文盲状态，所

以他们的制作还只能是以提辈的口头方式进行的倡作，民间

文学的流传还只能是口耳之间流传的方式。再次，还因为口

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最灵便的表达工具。人民群众的口头语

言最便于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它紧紧伴随着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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