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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20世纪民间文学教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收了许多新的前沿研究成果。
全书各章均突出民间文学作为活的“立体文学”的特点，深入浅出地阐述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功能
价值等理论问题；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介绍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对联、谜语、灯谜、酒令、
民间长诗、曲艺、戏曲等各种体裁的艺术特点和流传情况；最后介绍民间文学调查采录的历史和方法
，以利于学生实际操作，进行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巩固理论学习成果，并努力参加全国正热烈展开
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
　　本书适合高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作为基础课或选修课教材使用，亦可作为各种民间文学普查培训
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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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定义与特征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它同文人作家的书面文学不同
，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就不可能划清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范围、界线，也弄不清民间文学与俗文学、
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庶民文学等各种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要对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进行
科学的研究，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民间文学的特征问题，是民间文学学习与研究中首要的理论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
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格林兄弟在19世纪早期已经系统地搜集民
间故事、神话等民间文学作品，并发表了《德意志神话学》（1835）等专著，但是西方学者往往局限
于对某些民间文学体裁类别作品的研究，而对民间文学总体的特征则缺少理论概括。
台湾地区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对“民俗或民俗学”（Folkore）一条的解释是：“人类学
上使用民俗一词，是指口传的文学，或是传统的故事，像表现在民间故事、咒语、谚语、谜语、歌谣
、祷词等。
此一术语也用来指人类学中的一门学科，亦即是研究上述资料，及任何民族志中有关的资料的学科。
”这是杜而未的解释，后面还有芮逸夫和管东贵的解释，也罗列了西方学者的各种定义，如说Folklore
是“民间的精神传统，尤其是指口述的传统”，或说它是古代原始文化在“文明社会内受教育较少民
众”中的的“残留物”，“是不愿死的一种活化石”，即是说它是一种“传统的现象”，“民俗是一
种主要由口头流传的大众文学”，是“非书写文学”、“口头艺术”、“口传的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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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是文学总体中的两大组成部分。
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远祖和根基，也是作家创作的导师与奶娘。
民间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口头创作，其历史甚至比“杭育杭育派”更要长远
，因劳动号子杭育杭育已是有节奏的集体劳动的产物，而在原始的采集经济时代，尚未产生那种有节
奏的集体劳动。
文人创作的历史至今只有两三千年，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可能发生的。
最早的文人作家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后代子孙，他们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例如屈原的
创作运用的就是楚国民歌的体式，并且离不开民间神话和传说的素材。
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在古希腊酒神节
的民间歌舞和希腊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古罗马最早的作家维吉尔、奥维德等人更离不开
希腊史诗与希腊罗马神话。
这是中外文学史家早已公认的事实。
如果全面而深入地（而不是肤浅的）研究过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学史上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几乎都
是首先由民间文学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中国的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长短
句）、散曲、小说话本、戏曲剧本甚至白话诗等等，都是首先在民间文学中产生的，然后文人再学习
、利用并提高它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这个事实也是文体学家、文学史家一致公认的。
如果真正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过文艺创作的历史，一定会发现，文艺史上的创作高潮，往往都同民间文
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周代的《诗经》是一个文学高潮，《诗经》中最好的诗是风诗——民歌；《楚辞》源于楚国民歌、神
话；汉魏六朝乐府本身即是民歌；唐诗高潮源于六朝乐府；宋词元曲也源于民间歌曲，“五四”文学
也与学习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而且其自觉性有很大提高。
在国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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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段宝林编著的《民间文学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深入浅出地阐述民间文学的基本
特征及功能价值等理论问题，本书适合高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作为基础课或选修课教材使用，亦可作
为各种民间文学普查培训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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