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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是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一种人文学科。
作为一门学科，民间文艺学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它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揭
示其规律性，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与概括。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一名称，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钟敬文作为一种学科名称而提出来的。
汉语的“民间文艺”这个词在广义上说，它的范围似乎应该包括口头的民间文学以及民间舞蹈、民间
音乐、民间绘画等所有的民间艺术。
但是，作为专业的学术用语，从它被提出来就已经用来指称由口头语言创作，并且由口耳相传的民间
文学了，而且由于这种民间文学的一些类别又常常由音乐、舞蹈相伴随，因此民间文艺学在学术界便
成为了通用的学术用语，专门用以指称民间文学的研究。
　　作为民间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是一种文学，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创作，它用语言构筑
形象、编织情节，通过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人们的生活、心理、情绪、感情等等。
民间文学的范围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民间谜语、
民间戏剧等等。
然而，民间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学。
它以口头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和传承；它是一种口述的文学、耳听的文学；它同广大民众的现实生
活紧密相连，往往是广大民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不同于作家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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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叙事的作品流传时间越久，流传范围越广，变异就越大。
例如，印度《五卷书》里有老鼠嫁女的故事。
故事里的老鼠由一位所罗门用法力变为少女，又按照所罗门的意愿先后找太阳、月亮、云、风、山求
婚，最后由鼠女高兴地自愿嫁给了自己的同类。
同样的故事流传到哈萨克民间的时候，故事里不但没有了所罗门，老鼠也没有被变成少女，而且故事
里的鼠女是因为想跳出自己的同类才去向太阳、月亮、云、风、山求婚，最终又不情愿地嫁给了同类
。
由于这些变化，故事的题旨也有了改变。
①同样的故事流传到汉族地区，则有给猫起名的故事，原来故事里的老鼠变成了猫，太阳、月亮、云
、风、山变成了虎、龙、云、风、墙，最后是以鼠为猫命名，故事的旨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汉语里的这则由不同的客人替猫主人相继为猫起名的故事传到维吾尔族民间以后，故事的主人公就
变成了阿凡提，通过阿凡提一个人相继为国王的猫改名，最终讽刺了国王的愚蠢无知。
②民间文学产生变异的原因很多，关系到说唱人的生活经验、记忆能力、表演才能等多方面。
不过，从根本上讲还是由它的口头性、集体性和传承性特征所致，即所谓民间文学作品每传到一地有
一地的变化，每传到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变化，甚至每传给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变化。
首先，民间文学是说的艺术，听的艺术，耳听说唱，很难完全听准；记忆力有限，不可能记全记牢；
即席说唱，难免出偏差。
所以，传承人在说唱时，听讲人在接受时，无论在内容、故事情节和语句等方面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
差异。
这种变异，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或被动的变异。
这是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难以避免。
其次，传承者不是传声筒和代言人，不是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讲（实际上也做不到），他并不是完全
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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