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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文学》主要内容包括：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概述；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民间文学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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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节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 一、民间文学的定义 二、“民间”与
“文学”释义 三、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学 第二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间文学 一、“人类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二、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关系 三、民间文学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 门类的关系 第二章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口头性与集体
性 一、口头性：民间文学的核心特征 二、集体性：大众的智慧集合 第二节变异性与传承性 一、变异
性：因“变”而衍生 二、传承性：稳定的口述传统 第三章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概述 第
一节神话 一、神话的定义 二、神话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神话的民族特征 第二节传说 一、传说的定义 
二、传说的基本特征 三、传说的分类 第三节故事 一、故事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二、故事的分类 第四节
歌谣 一、歌谣的定义 二、歌谣的基本特征 三、歌谣的分类 第五节史诗 一、史诗的定义 二、史诗的基
本特征 三、史诗的分类 第六节长诗 一、长诗的定义 二、长诗的基本特征 三、长诗的分类 第七节谚语
、谜语 一、谚语 二、谜语 第四章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 第一节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 
一、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必要性 二、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准备工作 三、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方
法 第二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 一、国外民间文学调查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二、世纪
中国民间文学的采录与普查工作 三、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任务和原则 四、民间文学普
查资料的科学管理 第五章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第一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评定标准与申报内容 一、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 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申报内容 第二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起源地”之争 一、起源地：角逐背后的伪
命题 二、起源地抑或传承地？
 三、文化传播理论中的民间文学 第六章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第一节民间文学的
传承模式 一、民间文学传承的两个维度 二、民间文学的传承类型 三、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的联系 第
二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及分析 一、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统”的价值
定位 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三、传承“断层”的根本原因：社会转型与文化质
变 四、“传统”与“现代”对立发展模式中的本土反思 第三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的概念及其特殊价值 一、传承人是口头传统的积极携带者 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的概念及其认定 三、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文化价值 四、民
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传承人的主要特点 第四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传承人的保护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人” 二、保护传承人的具体措施 第五节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应用 参考文献 附录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 （民
间文学类《阿诗玛》） 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民间文学类） 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年民间文学类） 四、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民间文学类）
五、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民间文学类） 六、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年民间文学类） 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年民间文
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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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一方面，民间文学虽然具有口耳相传的优越性和活泼生动的表现形态，但也存在
保存与传播的局限性。
一旦离开了“人”这一关键要素，口头作品便会消失殆尽。
因此，许多著名的故事、传说、歌谣等在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风靡一时，但由于未及时将之记录下来
，很快便销声匿迹，最终为后人所遗忘。
而一些作家通过整理、汇编、提炼和再创作，对原有的民间文本进行记录、扩充与完善，提高了作品
的艺术水平与思想内容。
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借助作家手中的纸与笔，得到了再延续，也使后人得以了解民间文学史上曾经出现
的优秀作品。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直接或间接取材于民间文
学的作品多达160余篇。
作家文学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均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也使后世的研究者了解到某个历
史时期民间文本口头与书面并行发展的轨迹与面貌。
 综上所述，尽管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但在本质上是两类异质的、并行不悖的
文学形式。
 三、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不完全属于纯文
学的范畴，因为民间文学存活于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中，同时也是一类生活文化现象。
它的产生、发展、兴盛与消亡，自有一套文化法则，与纯粹的文学有着较大差异。
民间文学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创作动机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切实需求（娱乐、
教化或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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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文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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