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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迈进21世纪，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教育领
域当然也不例外。
网络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希望的生命力尤为引入瞩目，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里突起的一支生
力军。
对于网络教育，尽管目前大家看法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就是利用计算机、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等现
代信息技术传授和学习知识的一种全新教育方式。
正如现代教育制度产生于工业社会一样，正在兴起的网络教育反映了知识经济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对于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教育理
念也越来越为社会所接受。
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之上的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它突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为一切具有学习热情、学习能力的人敞开了接受教育的大门。
学校变得没有围墙，因此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的空间，充分体现了终身教育的先进教育理念，适应了学
习化社会里人们个性化学习、多样化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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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教材，这部著作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内容完备，使用方便。
它将讲解与作品选读合编为一本书，对于使用者来讲，既方便又经济。
民问文学实际上是一门容量很大的课程，既要讲理论、发展史，又要讲作品。
作品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既有汉族的，又有兄弟民族的。
但按相沿成习的高校中文系教学体系，该课一般只占用一学期，每周3至4学时，甚至在有的高校只占
有可怜的每周2学时。
民间文学课程就不能像作家文学课程那样分化为文学原理、文学史、文选等等，而是压缩为一门课程
。
这部教材就是为适应这种状况而编写的。
据我所知，目前已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大都是不收录作品的，使用起来颇为不便，另外去买一
套作品选本，就得让学生多掏腰包了。
黄涛的这本教材将作品选按体裁分别附在各章后，用起来极为方便，这也是该教材在编排上的一个创
新。
此外，这部教材还在各章增设了导读、关键概念和思考题，相信这些内容能促使学生更充分地把握教
材的内容。
这部教材的完备性还表现在重点章节阐述详尽，引证资料相当丰富。
作者有意增加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引用和记述，也是应予以肯定的。
同时，该教材的后面几章文字较为简约，一般来说，这应该是由于课时所限，这几章内容在课堂上是
不讲的。
作品选读部分也注意了各种体裁及其类型在数量分布上的均衡，同时也突出了代表作品的分量。
第二，融会精粹，别有新意。
教材注意吸收了近年来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有些章节体现出作者的新见解。
在“绪论”中，作者着重阐述了他对民间文学双重属性的看法，即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同
时又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并进而强调民间文学的表演性特点。
这种观点是民俗学界近年来看待民间文学的受到较多推崇的新视角。
自觉地把这种视角引入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是有新意的。
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加强了有关民间文学的民俗文化属性或表演性的内容含量，这种探索是有价值
的、值得赞誉的。
作者在不少地方都联系到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传承状况，并收录了若干当代社会包括互联网上流传
的作品，令人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者较多地吸取了同行们在某些专题上的重要成果，如“传说”一章中注意引用了程蔷关于传说特征
的见解和贺学君关于四大传说的分析。
作者还使用了一些亲身调查来的资料，加进了一些自己在某领域如民间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
　　这部著作语言明顺，风格质朴，极像作者的为人：率真而富有情感，讲求实际，不故作惊人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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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涛，文学学士、硕士，民俗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1964年出生于河北省景县。
先后就读于河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专著有《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语言民俗志》、
《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等，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文学概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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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本特征以及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
关系　关键概念　思考题　第二章 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与整理　第一节 搜集、记录与保存民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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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第三节 传说的艺术特征、产生途径与社会价值　第四节 四大传说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
选读第五章 民间故事　第一节 民间故事概说　第二节 童话　第三节 生活故事　第四节 寓言与笑话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选读第六章 民间歌谣　第一节 民间歌谣概说　第二节 民间歌谣的类别、内
容与形式　第三节 民间歌谣的艺术特征与功能　第四节 歌俗、歌节与歌手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
品选读第七章 史诗　第一节 史诗概说　第二节 史诗的类型与代表作品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选
读第八章 民间长诗　第一节 民间叙事长诗　第二节 民间抒情长诗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选读第
九章 谚语、谜语、歇后语　第一节 谚语　第二节 谜语　第三节 歇后语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选
读第十章 民间说唱　第一节 民间说唱概说　第二节 评书　第三节 快书与快板　第四节 相声　关键概
念　思考题　作品选读第十一章 民间小戏　第一节 民间小戏的概念、类型与源流　第二节 民间小戏
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第三节 民间道具戏　关键概念　思考题　作品选读本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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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说与神话的联系主要有三点：第一，一部分上古时期的传说与神话交融在一起，神话是传说产生的
源头之一。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但最早的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历史是口传的，那一时期人类处于文化的童年时
代或者刚刚脱离童年时代，这种口传的历史带有浓郁的原始思维色彩，有很多神话的内容，也有基于
事实的传说故事。
所以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记述，是神话与传说混在一起。
比如关于禹帝，闻一多先生曾从文字学上考证他本是一条虫，这是就禹在神话中的形象而言，而上古
也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就人性化了。
两种故事产生的时代有先后之别，但是后来会同时在人们的口头传播。
而时间越往后，神话的色彩越淡，传说的成分越多。
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时，就广取传说内容，并把荒诞的神话内容合理化，整理成看起来可信的上
古历史。
但是由于司马迁所依据的主要是神话传说资料，这一章的内容实质上仍然跟传说接近。
第二，传说与神话都是散文体的口述故事。
这是就二者的体裁特征和传播方式而言的。
第三，传说的人物和情节也有一定程度的超现实因素。
传说的故事追求传奇性，而许多传说的传奇性效果是靠超现实性的魔幻情节来制造的，如杨柳青年画
传说中关于画会“鼓”的故事，说画中的动物、植物会变成真的，画中的毛驴会下来给穷苦人拉磨；
白蛇传中蛇能变人、会施法术，法海会变到螃蟹肚里去，等等，都是神异性的情节，与原始文化中的
神话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这些情节在传说中是作为调料存在，不像在神话中那样占主导位置。
传说与神话的区别是：第一，二者的故事的主人公有不同的属性。
神话的主人公是神，其故事以神格为中心。
传说的主人公是人，而且很多是历史上有真名实姓的人，其故事比神话更接近现实生活，其超现实因
素的内容是有限度的，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如中国上古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在神话中，作战过程不是常人之间的厮杀，而是主人公做法术，
“纵大风雨”，或“作大雾”，或者请旱神助战，或者命猛兽攻战，整个战争都是神灵之间的较量，
现实性成分很少，这就是以神格为中心；而关于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传说故事，双方的作战过程是常
人的武力和智谋的较量，其中也有孔明作法、借东风的情节，但这种情节只是局部内容，是整个故事
的点缀，传说的情节整体上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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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秋季，我承担了中国人民大学网络学院“中国民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工作。
从那时起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将课余时间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这项工作上了。
教材的编写是我在韩国汉城女子大学任教一年期间完成和交稿的。
独处异国的生活本来是孤单寂寞的，但是紧张艰苦的写作任务使我无暇体验孤寂。
虽然写作占去了许多本应观光的时间，但在交稿的时候，一种收获的欣慰感充溢胸间，挤走了这种遗
憾。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已发表的相关教材和论著，这些参考和引用，除个别地方不能查
找到确切出处外，都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在此，谨向这些成果的作者表示感谢。
教材选用了不少民间文学作品，由于联系不便，没有事先一一征得这些作品的搜集者、整理者的同意
，在此致歉，并表谢意，也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有关规定付酬。
感谢大力支持本教材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网络学院。
感谢为本书出版仔细审读、校改书稿的诸位编辑老师和督促我完成教学工作各环节的网络学院编辑豆
艳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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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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