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黼

豳鹫

鼬山东教育出版社



翻家“}-丘“规划藿点嘲书粥阪项翻

管％⋯东教育出版社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刘魁立

齐涛 陈勤建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建中 王振忠

刘铁梁 刘魁立

齐涛 李扬

赵世瑜 赵宗福

高丙中 徐艺乙

齐涛

叶涛

刘德龙 叶涛

王铭铭 叶涛

刘德龙 刘德增

陈勤建 郑土有

周大鸣 钟年

常建华

IlPh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通志·民间文学志(上、下)／陈建宪，林继富著．

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民俗通志／齐涛主编)

ISBN 7—5328—5289一X

I．民⋯ Ⅱ．①陈⋯②林⋯ Ⅲ．民间文学一文学史一中国

Ⅳ．1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6224号

中国民俗通志【民问文学志(上、下)l

齐涛·主编

(上)陈建宪．著
(下)林继富

出版者：

电话：

传真：

网址：

发行者：

印刷：

版次：

规格：

印张：

插页：

字数：

书号：

定价：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邮编：250001)

(0531)82092663

(0531) 82092661

http：／／www．Sjs．com．cn

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6开本

43．75印张

6插页

631千字

ISBN7—5328—5289一X

88．00元(上、下)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孑L子所谓。述

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史

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

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

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注凝固化

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

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

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

判古今，其叙事则是详往而略今，志家

追求的是事物之本来，叙而不议是其根

本特色，并不注人志家个人的议论评判，

其记述则是详今而略往。志与史是中国

文化之两大渊薮，其意义均不待言。

志书之由来也渐，若计其源头，大

略有四，即((禹贡》、《周礼》、《(山海经》、

《华阳国志》。中国古代志书之类别亦以

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一篇，成书于

周秦之际，基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全面记录九州之山川、土壤、物产、贡

赋、道里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源。《禹

贡》之后，代有绍述，晋挚虞之《畿服

经))，南朝陆澄之《地理书》、顾野王之

《舆地志》，隋虞茂之《区宇图志》，唐李

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

志》，规模渐大，内容也更为丰实。至宋

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

丰九域志》。元明清三朝均有规模宏大的

一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已达560卷之巨。

《周礼》亦成书于周秦之际，以六官

为纲备列西周制度，有天官冢宰，上自

大宰，下至夏采，计63种官职职掌l又

有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

官司寇、冬官司空，所领官职均过于天

官。对六官所属各官职，((周礼》均先记

官名、爵秩、人数，再罗缀其职掌，此

乃中国典志之源。自《周礼》后，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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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古代志书的一大门类。该类志

书以制度为主，兼及其他。最具代表性

者，有杜佑之《通典》、郑樵之《通志》、

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亦即“三通”。此

后，又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

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

朝文献通考》。上述6种志书连同“三通”

合称“九通”。另外，诸朝之。会要”，如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

亦属典志之类。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海内

经》、《海内外经))、《大荒经》等内容，基

本部分成书于秦统一前，主要记述涉及

诸地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与

神话，由于其内容中多有后人不能认知

之成分，常被斥为荒诞不经。((汉书·艺

文志》将其归于形法家；((隋书·经籍志》

并以后之志多将其列入地理之书；((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是。小说之最古者

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

认为是。古之巫书”。我们认为，从其主

体内容看，既以记录风土民俗、神话传

说为特色，应当是中国风土志之源。在

《山海经》之后。风土之志渐兴，有地域

性风土志，事类性风土志等等，前者如

晋周处之((风土记》、宋范致明之《岳阳

风土记》、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清

王柏心之Ⅸ监利风土记》等·后者如南

朝梁宗懔之《c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街之

之《洛阳伽蓝记》、唐韩鄂之《岁华纪丽》、

南宋陈元靓之((岁时广记》等。另外，综

合性的通志式风土记也间有出现，东汉

应劭之《风俗通义》是其代表。

Ⅸ华阳国志》为晋常璩所撰。该书亦

名((华阳国记》，所记地域为古九州之一

的梁州。((禹贡》日“华阳黑水惟梁州”，

故称((华阳国志》。该志内容包括地理、

人文历史与人物三部分，是有关该地的

综合记录，故可视为中国方志发端之代

表作。此前的春秋战国迄秦汉时代，亦

多有地域性著述问世，东汉的。郡国之

书”更是风行，但都是某一类的专志，或

记历史，或记地理，或记乡党耆旧，还

不是完整的方志。《华阳国志》之后，方

志之书蔚然而兴，尤其是明清时代，省

有通志，州府县镇亦各有志。知名学者

多参与其中，一地之地理、人文、沿革、

物产，田赋、教育、风土，人物、灾异

等均囊括其中。方志之续修补纂亦保障

了其功能与内容的常新不辍。据统计，仅

清代编修的方志就达4655种。

综上所述，地志、典志、风土志、方

志构架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支架，它

们与各种史乘所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纵向支架相组合，便生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代相传承的来龙去脉，涵括了中国传

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涵。

近世以来，随着新理论的传人与建

业
一)笪仳南矗中一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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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向社会与人文的新学科也层出不

穷。古代志书中的地志、典志已完成其

历史使命，或汇人新学，另成门户，或

湮没无闻，未有绍述。方志与风土志则

未有替代者，无论其编纂方式、编纂内

容，还是其基本功能、学术意义与现实

意义，都不可替代。故尔。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后，新方志之编修勃兴，自各省

之省志至各市县之市志、县志，多编修

一过，至于镇志、村志亦颇有编修。与

之相应，各种形式的民俗志亦承风土志

之主脉，悄然兴修。有地域性民俗志，上

承周处之《风土记》，一省之民俗志、一

市一县甚至一村之民俗志陆续面世；有

事类性民俗志，上接((荆楚岁时记》、《岁

时广记》，自婚丧居住到岁时节日均间有

问世者。惟涵括全国、上承《风俗通义》

之民俗通志尚付阙如，这对于民俗志、民

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大缺憾，

亟待匡补。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

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构

建中．民俗与民俗学的意义是前提性与

基础性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竞争中，

民俗与民俗学对于所在文明体的生存与

发展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

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

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

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归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

的道路。一种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

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

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

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对

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此

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

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

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

入到定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

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

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

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文明还是业

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

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

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

张性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

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

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

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

突论”者立论的基点。

另一种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融会。

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

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

这种交流日益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

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

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

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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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到人类文明实

现完全同一之日，恐怕也就是其走上衰

亡之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人类文明冲

突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

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

文明而言，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文

明便告衰歇。纪元之初，希腊文明消逝

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古印度文

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明

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同化人新的文明

形态，逝者斯夫。历经沧桑的中国文明

在步人现代文明之林后，面临着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

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我。

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与

希腊文明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

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

愿望当然是后者。

既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

世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

绵延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

族意识是不可合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

根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

中国文明之干才会枝繁叶茂、常青不衰。

而面对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如何清理芜

杂、铺就基石，如何开垦优秀文化传承

的沃壤，则是我们民俗研究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l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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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无论是民族精神、民族

文化，还是民族意识，其基点都是民众

百姓中所萌发，所传承．所蕴含的存载

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

思维偏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民俗。

自文明产生之后，社会文明或者说社会

文化就区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而且，在

传统社会，这一分野的距离在不断的扩

大中。中国古代的。风”与。雅”、。俗”

与。礼”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分野。风与

俗是民间社会所拥有，雅与礼则是上层

社会的专有物，也是所谓的正统文化所

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也好，研究传

统也好，对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充溢

于文卷、人们都可以津津乐道的正统文

化上，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楚辞

汉赋到唐诗宋词，还有儒道法墨，但这

些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全部，也未必是中

国文明的本体所在，我们的视点还应当

同时或者说更多地放到负载着几千年文

明的芸芸众生之中。

从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看出，风与

俗是雅与礼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

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

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

典雅的唐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歌

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

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

它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

不间断的过程。正统与民间的这种矛盾

互动酿就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风与俗就是中

国文明的源泉所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作

为正统文化的雅与礼虽然不断地向民间

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征服、

改变民间社会的风与俗，民间社会生生

不息．源源不断的风与俗依然是最多数

民众的自发选择。即便是那些上层社会

中人，礼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

去的民间风俗的遗存，这又缘于他们本

身大多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

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

基于中国文明双元结构的特性及其

特定的矛盾运动方式，要真正认识把握

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

真正认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情、我

们的民族性，就必须全面认识千千万万

民众中所生发、传承，使用并认知的民

间风与俗，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

俗通志》的本意之二。

事实上，对于民间风与俗也就是民

俗的关注由来已久，自周秦至明清，观

采风俗、注重民间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随着近代人文

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民俗研究与民俗

学也正式肇始。自1919年前后的歌谣征

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

的创刊至今已八十多年。在中国民俗学



八十多年的历程中，民俗学人们筚路蓝

缕，历尽坎坷，初步构建起中国民俗学

研究的基本架构，民俗调查工作与民俗

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当然，由

于历史的坎坷与民俗学科自身建设的不

足，在学科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荒芜之

地等待开垦。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

学概论》提出，民俗学的内容可以分为

六大部分，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

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资料

学。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内容又可以合而

为三，即：理论前提——民俗学原理与

民俗学史，民俗研究本体——民俗史与

民俗志-民俗研究手段——民俗学方法

论与资料学。八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二

十多年来，上述部分的研究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不等的缺

环与不足。以民俗研究本体而论，民俗

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通史性的《c中

国风俗通史》、《中国风俗史》，又有民俗

事象或民俗断代史的大量成果。现有研

究虽然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仍有参差，

但已覆盖了民俗史的基本领域，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深厚的历史研

究基础与近数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与民俗史相比，民俗志应当是本体中的

本体，是整个民俗学的基础所在。近数

十年来，民俗志的编修也是方兴未艾，既

有以地域为基点的地方民俗志．又有以

引晶％占乒

民俗事象为基点的专题民俗志，这得益

于广大民俗工作者对民俗学田野调查的

重视以及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的问世。

与此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了面向全国

．的民俗志的编修。段宝林先生曾经发起

编修的《中国民俗大全))与陶立瑶先生

正在主持的《中国民俗大系》是两项富

有开创意义与基础意义的民俗学工程，

对于全国性民俗志的编修进行了富有价

值的探索。但毋庸讳言，它们还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民俗通志的编纂，一方面，其

内容与体例还不是严格的志书体，另一

方面，它们都仿民初胡朴安((中华全国

风俗志》，以地域为单位分别编修，属于

各省民俗之合编。上述两书之命名为。大

全”与。大系”，也是恰当的。因此，能

够反映中国民俗全貌的中国民俗通志至

今尚未出现，这是民俗志研究的一大空

白，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这

是我们发起编修这部((中国民俗通志》的

本意之三。

I|(中国民俗通志》在编修中力图体

现“通”与。志”两大特性。所谓。通”，

旨在打破地域界限，面向全国范围，以

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全书共分为22

卷，计有：节日志、生养志、婚嫁志、丧

葬志、生产志(上、下)、商贸志、服饰

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宗族志，

江湖志，庙会志、交际志，信仰志、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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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志、演艺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上、

下)、民间工艺志、民间语言志、医药志。

本志各卷使用统一结构，采用章、

节、目的形式。各章节的设置力求做到

能够全面反映某一民俗事象在全国流行

的概貌，同时也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民

族，反映出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所记

述的民俗事象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

民族有代表性的内容。撰写中充分尊重

各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有争议或容易产

生争议的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以受到多

数人赞同的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为准。书

稿中凡涉及跨界民族问题，均按国家颁

布的文件处理，凡涉及民族政策的，亦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令。

所谓。志”是突出其志书特色，具

体而言，力图处理好五个问题：

一是史与志的关系。史与志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所谓。纵通”与“横通”的

问题，《中国民俗通志》采用纵通与横通

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主，以纵通为

辅。因此，在每卷的前面设立。概说”部

分，该部分内容包括：概述所述民俗事

象的历史沿革，介绍学术界对所述民俗

事象的研究状况，本卷记述民俗事象的

理论依据或突破。概说后再分章叙述有

关内容。

在具体事象的叙述中，根据内容的

需要，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事象

的源头或演变，但绝不做过多的铺陈，而

是点到为止。

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

纪前50年为基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

行将消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

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

慎重处理、点到为止、缺而不论的原则。

这种时间纬度，是在充分考虑民俗事象

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

二是述与论的关系。民俗志是一种

志书，它必须遵循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以。述”为主，。述”

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志的。论”

首先体现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其

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对材料

的取合，剪裁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理论

视角。

三是个案与一般的关系。作为民俗

志，如何体现出民俗鲜活生动的特点?

我们在编纂中主张采用点面结合、疏密

得当的方式。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

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

全书。出彩”，所谓。面”，就是在有限

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

面性，以民俗类型为经纬，体现通志全

面、周到的特点。

四是民间与官方、乡村与城市的关

系。民俗通志是对中国民众民俗事象的

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学术要求的《中国民俗通志》。令人感动

的是，自此议首倡到编纂委员会的组建、

编修学者的确定，直到今日全部通志的

杀青付梓。我们始终得到全国民俗学界

诸师长同仁的奖掖支持。他们或参与其

中，或出谋划策，或指点评判，令人感

铭。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慨然支持((中

国民俗通志》的编修与出版，不惮辛苦，

多方组织，为民俗事业和中华文明之复

兴竭力襄成，更令人感铭。

《(中国民俗通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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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

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不仅在各种民俗

事象(如歌节、宗教仪式、人生仪礼等)

中承担着具体的民俗功能，而且以世世

代代精心琢磨并通过民俗生活口耳相传

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故事、小

戏、俗谚等文学文本，展现着集体的民

俗意识，成为。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

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因此，

民间文学是民俗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是从民间

文学研究肇始的。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家

、 都是先注意到本民族的民间文学，然后

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发现民俗文化对整个

民族文化的意义。在中国，五四时期北

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学运动，首先是搜集

民歌、民谣，然后扩展到民间故事，最

后发展到对整个民俗文化领域的调查、

采录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民俗学

的探路先锋，在民俗学学科发展史上有

着独特的地位。

中国民间文学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

域内的各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进入这个宝库之前，让我们先鸟瞰一

下它的总体背景与特征。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展演背景

中国民间文学发生、成长和展演的

空间背景，是亚洲东部的一片广大而自

成单元的土地。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

到太平洋沿岸诸岛，面积约占世界陆地

面积的十五分之一，亚洲的四分之一，

相当于整个欧洲。这块大地从西向东倾

斜，形成“三级阶梯”。西部是号称世界

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其

中耸立的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最高点。

东面的黄土高原、北面的内蒙古高原和

南面的云贵高原，构成这个台阶的第二

级，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中国四大

}}k}



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

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都嵌镶在这一级

阶梯之中。由西向东，以大兴安岭、太

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为界，进入第

三级阶梯，这里海拔一般在500米以下，

地形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和覆盖着绿色

植被的丘陵为主。这块四周由高山、大

海和广漠作为自然屏障的大地，落差巨

大，地貌迥异，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

它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家

园。

考古学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发

现了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

个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说我国人

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

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①

其中，属于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

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

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

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

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已星罗棋布

地撒下了许许多多原始人群的足迹，他

们以原始群，氏族、部落联盟等不同的

社会组织形式，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用

各自的生产方式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需

的物质资料。此后的漫长历史，如同费

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

局》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它的主流是由

『}l?■

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

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

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

多元统一体。”。直到最近一百多年来，

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作为

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出现在世界的东

方。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历

史一直没有割断。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

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仍在中国大地上

并存。

在上述时空背景下，我们不难发

现，极不相同的生态环境，使生存于其

中的不同族群发明了不同的适应策略，

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而各个民

族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经历的风风雨雨，

也给他们的集体意识打下了不同的文化

印记。于是，在他们那各具特色的民俗

生活中世代传承、添加和累积的一些集

体共创、共有、共享的民间文学传统，就

成为他们的历史记录和生活写照，同时

也化为他们集体意识与民族灵魂的寓所

和文化身份的鲜明标识。

我们所说的中国民间文学，指的是

①见苏秉崎为‘中国通史)第2卷所写的序言。4页，

谊通史以白寿彝为总主煽，第2卷由苏秉琦主墙．

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4。

⑦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栽‘北京

大学学报>哲社版，1 989(4)．



生活在现在中国疆域里的五十多个民族

世代传承的口头文学。正如中华民族是

在悠远历史和广阔地域中由众多分散的

民族单位慢慢融合而成的一样，中国民

间文学也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华文明外显

符号的各民族民间文学，具有多源共生，

互渗互补、交融整合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发生学意义上的多源共生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在新石器

晚期的七千多处文化遗址中得到了充分

证明。北起黑龙江，东到台湾岛，西南

边陲的云南，天府之国的四川，茫茫大

漠的内蒙，繁花似锦的广东⋯⋯到处都

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遗迹。正

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自新石器时代晚

期以来，华北华中有许多国家形成，其

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互相冲击、互

相刺激，而彼此促长的⋯⋯”o在这些满

天繁星般的原始人群中，当有无数的口

头文学在世代流传。由于这些原始文化

彼此间交流很少，所以他们的民间文学

必然有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和相对独立的

传统。

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多源性，从古

代文献资料到当代田野调查都有许多证

据。

从古籍记录来看，以汉籍中最著名

的。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为

例，书中不仅提到许多不同的国名和族

名，o而且介绍了大量各地不同的神灵

形象与祭祀方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山海经》中显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神

话系统。茅盾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

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就指出中

国古史中以神王为首“诸神世系”至少

有三个：伏羲、黄帝、帝俊。从甲骨文

字看，古代中原民族称至上神为。帝”。

袁珂先生说：。在((山海经》里，帝舜、

帝丹朱，帝禹、帝台等，都是当时传述

的上帝，所谓‘众帝’(《海外北经》)、‘群

帝’(((大荒北经》)便是，这和当时混居

中原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非止一个的

实际情况是大致相符的。”o从神话学的

角度看，一个至上神，往往代表着一个

独立的神灵系统。以帝俊神话为例，他

①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53页，台湾联经出版

公司．1984．

②对这些固名与族名，徐显之在‘(山海经)是一部

羹古的氏族社会志'一文中概括说：。有以人的身

体特征命名的，扣周饶固(即体儒国)、毛民国，白

民之固、拘缨之固等；有以衣服文许特征来命名

的，如贯胸固、雕题固，羽民国等；有以生产劳动

的特征命名的，知司彘之国，长臂回、劳民国等；

有以人类枉会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征来命名的．

如★子固、丈夫国、三首圃、三身国等；有以历史

名人命名的，如轩辕之国，西王母，颉珂，夏后启

午；也有以地理特征命名的．如大幽之固、沃之固

等；也有由转译而来而后成为特定名称的，如殷、

齐、苗氏、乇．巴．瓯、闽、朝鲜、肃慎，天毒等。”

见王善才主壕：‘山海经与中华文化)，59页，湖

北人民出版杜，1999。

④袁珂：‘中国神话史)．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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