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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叙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分为神话篇、传说篇、故事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篇四部分，主
要内容包括从创世神话看原始人对自我力量的意识；从生命延续方略探寻抗拒洪水神话母题；西藏太
阳神话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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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继富，1964年生于湖北麻城，法学（民俗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中国民俗学会副
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室主任。
主持“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2004）、“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2010）、
“民族传统节日象征符号与文化品牌建设”（2012）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藏族雪顿
节”（2008）、“汉藏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基于民间故事比较视角”（2012）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和教育部科学研究基金课题，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和教育部的多项奖励。
出版《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2004）、《解释民俗学》（2006）、《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
传承》（2007）、《村落空间与民间叙事逻辑》（2008）、《西藏节日觅踪》（2011）、《清江流域
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等11部专著，主编《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中国民族公共文化
时间研究》等丛书，发表170余篇民俗学专业论文。
现研究方向为：中国民俗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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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批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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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土家村落精怪故事的考察
“猎人海力布”型故事解析
“黑马张三哥”型故事论析
“头上长角”型故事研究
“皮匠驸马”故事的语言魅力
“青蛙丈夫”型故事研究
“枣核”的叙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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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表述文法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文化身份
传承人保护策略研究
中国民间故事采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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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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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献身女：瑶姬是生长在巴楚文化传统下，被神奇化了的献身女子。
 上述仅是学人讨论较多的瑶姬身份属性的归纳。
虽然笔者无法穷尽瑶姬在峡江地区身份角色的多样性，但是，瑶姬的身份有两点值得重视：瑶姬在某
些时候或场所承担的角色的差异，与巴楚地域文化多样性和峡江地理气候的复杂性有密切关系；瑶姬
的身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社会观念和宗教精神。
本文拟以西王母女神系列中的瑶姬信仰及其传说为基点，揭示瑶姬神话转化为巫山神女传说的文化动
因、社会力量以及巫山神女传说的艺术魅力。
 瑶姬的峡江化过程 巫山神女传说由瑶姬神话转变而来，也是瑶姬神话在峡江地区传承的结果。
瑶姬神话的峡江化过程，是瑶姬信仰不断人性化、生活化和在地化过程。
瑶姬峡江化而转变为巫山神女的过程中，巫山地境以及巫山的文化语境下的山鬼形象、宗教信仰、女
神传统以及文人的解释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催化作用。
 巫山地境的强化 瑶姬为巫山神女与巫山地境结合紧密、相得益彰。
瑶姬作为西王母的女儿，她可以降凡人间为地方女神，为何只落脚巫山而成为巫山神女呢？
神女为何只化身为“朝云暮雨”？
 巫山十二峰中的神女峰旁立有一石，其状若婀娜少女，因其地境而得名谓之巫山神女。
巫山神女峰包括两方面意思：作为地名的巫山，这个巫山不仅仅是自然的山脉，而是依附了浓厚的文
化要素；神女是信仰浓厚的文化主体，是一个普泛化很强的文化形象。
当巫山和神女结合在一起，就使巫山神女成为地域传统的内容，成为具有文化地域象征意义的符号了
。
 巫峡全长约40公里，以秀美闻名。
这里怪石百变，奇峰独立，峰峰相对，常常进入当地人的情感视野而产生无限的遐思。
巫山十二峰是三峡自然景观，分别被赋予人性化的称谓：北岸有登龙、圣泉、朝云、神女、松峦、集
仙；南岸有净坛、起云、飞凤、上升、翠屏、聚鹤。
十二峰中以神女峰最为秀美挺拔。
之所以定名为神女峰，是因为封顶有约6.4米高的石柱，远观如亭亭玉立的少女。
她也是巫山神女传说的实物依凭。
这样，这座秀美山峰自然成为人们情感抒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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