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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叙事传统与村落文化共同体建构》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之一，由林继富著。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都镇湾的文化空间；民间叙事与日常生活；都镇湾民间叙事资源；都镇湾民间叙
事资源类型；都镇湾民间叙事保护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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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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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节  民间叙事研究成果及其反思
日常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理论研究
民间叙事分类研究
民间叙事传承人研究
第二节  选题意义、研究材料与相关术语界定
选题意义
研究材料
相关术语界定
第一章  都镇湾的文化空间
第一节  都镇湾生境
第二节  都镇湾历史
第三节  当代都镇湾
小结
第二章  民间叙事与日常生活
第一节  都镇湾人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元素
生活中的都镇湾人
第二节  从日常生活到审美叙事
日常生活的审美叙事方式
审美叙事结构的魅力
日常生活与审美叙事的差异性
小结
第三章  都镇湾民间叙事资源
第一节  都镇湾故事传承人
记忆中的故事传承人
当代故事传承人
第二节  都镇湾民间叙事种属
民间叙事种属
民间叙事特点
小结
第四章  都镇湾民间叙事资源类型
第一节  图腾信仰的力量——“老巴子”故事的文化图示
“老巴子”信仰传统的流变脉络
“老巴子”故事类型
孙家香的“老巴子”故事
第二节  始祖叙事的演化
从巴务相到廪君
廪君叙事的多元表达
从廪君叙事到向王叙事
向王叙事的现代建构
廪君叙事的复兴
第三节  信仰与艺术的交辉——都镇湾精怪叙事传统
精怪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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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怪故事类型
精怪叙事的凸显与缺失
精怪叙事的特点
第四节  残存在记忆中的信仰叙事～都镇湾请“七姑娘”习俗解读
记忆中的请“七姑娘”
请“七姑娘”的意义世界
从仪式到叙事
第五节  隐秘的文化传统——都镇湾的嫁匠叙事
传闻中的嫁解传统
嫁解传统的构成
亦真亦幻的嫁匠叙事l
第六节  幻想叙事的传统表达——“野人嘎嘎”的情节意趣
“野人嘎嘎”的全球话语
都镇湾的“野人嘎嘎”
“野人嘎嘎”结构的魅力
第七节  亦庄亦谐的叙事传统——都镇湾的“老鼠”故事
“老鼠”故事类型
“老鼠”故事的缘起
“老鼠”故事的叙事特点
第八节  寓奇妙于生活的叙事——“糠七升”的艺术世界
从故事名说开去
“糠七升”的传承特点
“糠七升”的叙事技巧
“糠七升”的意义层次
第九节  喜剧传统的地方叙事——“皮匠驸马”的叙事语言
中国喜剧故事
都镇湾的“皮匠驸马”
“皮匠驸马”的语言
喜剧语言的传统倾向
第十节  掰人的叙事传统——都镇湾的“三姨佬”
“三姨佬”故事类型
“三姨佬”的叙事艺术
“三姨佬”的审美倾向
“三姨佬”的文化根基
第十一节  智谋与妙趣——“向远耀”的叙事艺术
向远耀其人
向远耀其事
向远耀的双重性
“向远耀”的多样化
小结
第五章  都镇湾民间叙事保护策略
第一节  走向衰落的民间叙事
讲述时空的消退
叙事功能的转换
听众兴趣的减弱
第二节  民间叙事保护策略
保护措施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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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保护策略
小结
结语
一条原则：民间叙事的采录基础
一种功能：民间叙事的协调作用
一个系统：民间叙事的交流网络
一类秩序：民间叙事的有序结构
一则定律：民间叙事的能量守恒
附录
附录  田野的魅力——长阳都镇湾田野考察日志选
附录  李国兴访谈录
附录  都镇湾民间故事讲述现状调查问卷
附录  都镇湾民间故事及故事类型表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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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段引文涉猎的事实比较丰富，但是，从传统的角度理解，有两点值得注意：巴氏
既是白虎之后，又受白虎之患；虎夷的刚勇与白虎的性情相辅相成。
这些与民族性格关联的文化传统与白虎的联系，充分证明了白虎在土家族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至于老虎给土家人留下的惨痛记忆，在《长阳县志》卷七中也有零星的记载。
 土家族“老巴子”信仰表现出文化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表明“老巴子”文化在土家族文化中有着独特
魅力，它以强大的信仰力量影响了土家人的性格，展现了土家人的精神。
同时，以白虎为核心的老巴子信仰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源于早期民众的白虎信仰历经传承和演绎，
汇聚成洪流浩大的文化传统。
土家后人采取严格的方式将白虎信仰传统承续下来，形成了土家族白虎信仰习俗的定型化和模式化现
象。
 白虎叙事是土家族众多叙事种类中最具民族普世性和乡土根性的内容，它常常涉及民族的创世和人类
的起源。
 以信仰为基础的白虎叙事，无论在行为叙事上，还是在语言叙事中，都具有一种严肃、神圣的风格，
尤其是语言叙事，只言片语就构成了白虎的叙事内容，但是，这种叙事却以真实性为基础；也有在信
仰的基础上，演绎出丰满的叙事情节，它决定了白虎叙事不仅具有形象的感染力和审美的愉悦性，而
且让民众浸润其中，得到美的享受，受到传统的熏陶。
这个时候的白虎故事就成为信仰叙事与审美叙事相结合的叙事种类了。
 白虎信仰虽然炽盛于民族的远古时代，但是在今天的土家族，有关老虎的故事仍旧余音缭绕。
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土家族对老虎的态度更多地扎根于古老的信仰土壤，更多地立足于当下的现实
叙事，于是，在土家族地区，白虎叙事变成了“老巴子”的故事，神圣的风格逐渐被多元的叙事取代
，单一的叙事内容被文化的多样性替代，这一点在都镇湾土家族传承人讲述的“老巴子”故事中体现
得相当突出。
 “老巴子”故事类型 在都镇湾，无论是古稀老人，还是年幼孩子，无论是在外的游子，还是世代躬
耕于此的农民，无论是男性公民，还是女性姐妹，他们或强或弱地受到从远古流淌而来的“老巴子”
文化的滋养，或多或少地能讲老巴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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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叙事传统与村落文化共同体建构》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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