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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民间文学，相信每位中国人都有接触和享受，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民间文学场域之中，拥有
自己的民间文学知识，受过民间文学的影响。
流传广泛的嫦娥奔月的神话、孟姜女的传说、鲁班的传说、狼外婆的故事等等，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当我们在进行田野作业的时候，时常会听到对方说：“我没有文化⋯⋯”这说明相当部分民众
，也包括部分学者都认为文化就是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化是需要经过“专门”学习的。
“‘文字的权力化’表现出了一种不争的历史事实，更有甚者，它还成为社会价值体现中类似于福柯
所说的‘区分／排斥’关系，比如，不懂文字的人被当作‘文盲’，那些无文字的族群、农民、妇女
等，在历史上大都被视为‘没文化’人群。
”其实，在广大民间，在很少使用文字的地区，流行着无边无垠、无须借助文字的口头文学、表演艺
术、音乐、歌唱等“口传文化”（oral culture）。
这类口传文化与书面文化有着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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