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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这是我在高校讲授中国民间文学课的讲义。
　　我自196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一直在高等学校工作。
1983年以前讲授过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等课程；1983年以后，改教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中华
民族文化等课程。
　　在1999年的一次失窃事件中，小偷把我多年以来的讲稿偷走了大部分，只剩下了大部分的民间文
学和小部分的民俗学、民族学、中华民族文化等的讲稿。
2006年5月我第二次中风，断断续续地在病榻上卧了两年多，不得不提前退休。
退休以后，我在病榻上将过去被小偷漏下的民间文学讲稿加以整理，就是这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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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间文学通论》包括民间文学的概念、中华民间文学的范畴、中华民间文学的特征、作为
文学两大门类之一——民间文学的特性、作为中华民间文学的中华个性、中华民间文学的价值功能、
艺术价值、实用功能、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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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驹，广西玉林人，1938年生，196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兼任广
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广西政协《文史春秋》杂志副主编，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广西语文学会
理事，广西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为广西作协会员，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发表过文艺评
论，文艺创作，文史随笔，学术论文等共200余篇，主要学术作品有《“鼓角”》，《钲铙考》，《独
弦琴源流考辨》、《壮族蜂鼓和瑶族长鼓渊源考》，《广西几种民族弦乐器初考》等，文艺作品有七
幕壮剧《外乡来的情人》（获广西文艺汇演一等奖），诗歌《丰收山歌》（入选通用小学语文教材，
并被誉成多首歌曲在全国汇演及四个省市的创作评奖中获奖）等，主编《中国古代教养读物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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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民间文学从一产生就具有口头性特征　　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这一特征，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和社会根源。
上文已经说过，人类最初的劳动呼声，一经同某些表意的词语相结合，就产生了原始的诗歌。
这种原始诗歌，既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也是最古老的民间文学作品。
它的创作和流传方式，纯粹是口头性的。
后来有些原始时代的诗歌，虽不一定直接产生于集体劳动的场合，而是产生于祭祀仪式或欢庆、娱乐
活动，但它们的创作和流传，也仍然是口头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产生，人们根本不可能利用书面方式从事这种精神活动。
这种情况，只要看一看今天世界上那些还处在比较原始状态的部落或民族，就可以找到例证。
　　就因为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民间文学主要是采用口头方式创作、流传和保存，所
以有很多古老的民间文学作品现在都听不到、看不到，它们都失传了。
现在还能听到、看到的属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间文学作品，不外是三种：一是直到不久前还处在原始
社会末期的那些民族的口头文学作品；二是从远古时代就世代口耳相传至今的某些神话传说；三是本
来产生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到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再对它加以追记的作品。
　　前两种作品现在不难见到；第三种作品则难以找到太多的例子，这里仅举几首远古时代的歌谣为
例：　　一首是见于赵晔《吴越春秋》中的《弹歌》，篇幅不长，只有八个字：　　这是一首远古时
代的“猎歌”，它叙述了原始社会人们进行狩猎的全过程：把竹子截断剖成竹片，用绳索连接竹片的
两头，这就做成了一把竹弓；用这竹弓射出泥丸，逐击那飞着的鸟儿和奔跑的野兽。
尽管极简单，只依次叙述了“断”、“续”、“飞”、“逐”等先后进行的行动，但人们从准备打猎
的工具到进行打猎的经过情形，却大体上表现出来了。
这首歌原来可能是在人们修竹做弓时边劳动边唱，也可能是在打猎归来边走边唱，或者是在跳狩猎的
舞蹈时伴舞而唱；唱时也许还夹杂有衬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间文学通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