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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灵的记忆——名录中的民间文学》是一本通俗性与学术性结合的非常自然、雅俗共赏的著作。
读者能看懂而且会有收获，专家学者也会有兴趣并且从中受到启发。
因为它既具体感性地展示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多样性，又理性地概括和学理性地论证了各民族民间文学
的意蕴和特殊价值；也就是说，这种展示既不是纯粹的故事描述，也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二者
的自然融通。
从内容简介、故事梗概，到作品产生、流传过程或传承情况的介绍、考证、论证和分析，再到对其产
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渊源的论述，对传承价值、研究价值或艺术成就、艺术特色的评价，都在平实的
描述中融入理性分析和具有个人见解的思考。
比如本书描述了苗族古歌对先民征服自然的礼赞，对物种起源的大胆猜想，对人类先祖的来历的探索
，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血缘婚姻的追忆：壮族布洛陀对人文始祖的赞歌，造人的传说，造牛与定万
物的传说，射太阳的传说，生产生活的传说；阿昌族的创世神话关于造天织地的传说，降妖除魔的传
说；拉祜族诗体神话关于造天造地的传说，创造万物的传说，葫芦生人的传说，兄妹结婚的传说，人
类繁衍的传说，等等。
我注意到，作者在进行具体描述和理论概括时，涉及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和一系列概念、范畴和术语
，如“开天辟地”，“物种起源”，“先祖来历
”，“征服自然”，“禁忌”，“祭祀活动”，“宇宙观”，“母权制”，
“原始宗教”，“稻作文化”，“远古思想”，“西迁历史”，“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孝道与爱
情”，“民俗节日活动”，“社会习俗”，“族内婚向族外婚转变”，“原始唯物思想”，“婚姻形
态演变”，“‘亲’的起源”，“扶危济困”，“惩恶扬善”，“因果报应主题”，“为英雄立传”
，“草根精神礼赞”，“力量与智慧的化身”，“自由”，以及“神秘符号解读”，“历史真实到艺
术真实”，“诗体神话”，“群体性的演唱”，“
审美价值”，“审美理想”，“区域性与平民化”，“程式化的文本格式” ，“情节的流变”，“流
传地域”等等。

《心灵的记忆——名录中的民间文学》作者陈自仁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将研究深入到诸如文化人类
学、神话学、宗教学、民族学、美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
虽然因为追求通俗性、可读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深入地向学理深度开掘，但这并未掩盖其学术
意义和理论价值，不动神色却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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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自仁，1952年出生于甘肃漳县。
197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当过农民、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干部。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出版作品近40部。
《恐怖雨林》是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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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刻道》的研究价值
 一、远古乱婚和杂婚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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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血缘婚姻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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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爱情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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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水漫金山
 六、雷峰塔倒
第二节 白蛇故事的发展与演变
 一、白蛇故事的发端
 二、《白蛇传》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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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永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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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施出世
 二、东施效颦
 三、西施与范蠡
 四、为国献身
 五、戏弄吴王
 六、归宿之谜
第二节 《西施传说》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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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说部的传承形式
第三节 价值的体现
 一、历史的一面镜子
 二、宗教和民俗的记述
 三、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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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门岭大战
 七、继续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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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传奇姻缘    第二天，许仙前来取雨伞。
他找到白家，正要上前叩门，门开了。
    开门的是小青。
她说，小姐一直在等候许相公。
    许仙听了，心中欢喜。
    小青带许仙来到书房，请许仙坐了，先上茶，又叫酒菜，接着请出白素贞，与许仙一起用餐。
三人喝着酒，吃着菜，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白素贞借机离开书房，留下小青和许仙。
    许仙见天色已晚，说要回去，小青一再挽留。
两人说着说着，小青讲起了白素贞的婚事，提出要给许仙说媒，让小姐嫁给他。
    许仙听了十分惊讶，说他出身穷苦，小姐出身官宦人家。
一个千金小姐，怎么能嫁他呢？
再说，婚姻大事，岂可草率，即使小姐有意，他还要禀告姐姐、姐夫同意，再择吉日，送上聘礼。
    小青说，何必多此一举呢？
你的雨伞就是最好的聘礼。
又说，姐姐、姐夫毕竟不是父母，何必非要他们同意不可！
还说，“择日不如撞日”，如果你真喜欢我家小姐，不如今晚成亲。
    许仙从心里喜欢白素贞，觉得小青的话很有理。
多少年来，他一直想有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温暖的家。
今天碰上机会，岂能错过！
他心中激动，情不自禁地答应了婚事。
    当晚，在小青的操持下，白素贞和许仙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人了洞房。
  半夜时分，白素贞找到小青说，姐姐与许仙成亲，要过人间的日子，不能回峨眉山了。
过人间的日子，就要置办家业。
可置办家业，需要钱。
听说官府的银子，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你能不能盗一点来，给姐姐置办家业？
    小青听了，连连点头。
她用法术打开了县衙的银库，盗来一千两银子。
    清晨，许仙醒来，满心欢喜，又有几分担忧。
他一夜未回，怕姐姐、姐夫担心，又怕药铺掌柜担心，急着想回去。
    白素贞见许仙急着要回去，不好阻拦。
她拿出两锭银子。
，对许仙说，你没钱作聘金，这些银子你拿回去，作为娶我的聘金。
    许仙先到姐姐家。
他觉得婚姻大事，不能瞒着姐姐，就把昨天游西湖遇白素贞，当晚和白素贞成亲的经过，给姐姐和姐
夫陈彪说了一遍。
说罢，他拿出白素贞给的银子，放在桌上。
    陈彪是县衙捕快。
清晨，他被人叫到县衙，知道了县衙官银被盗的事。
他见许仙拿出的银子，上有官府标记，再仔细一看，正是县衙银库被盗的银子，立刻报了知县。
    知县派人抓走许仙。
在大堂上，知县一阵呵斥恫吓，许仙就把事情的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
知县不信许仙的话，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怎么会夜盗官银呢？
他下令找白素贞对证。
    许仙领着陈彪等一帮捕快，抓走了白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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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一看姐姐被抓，知道夜盗官银的事情已经败露。
很快，她想出了搭救姐姐和许仙的办法。
    白素贞被捕快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正要用刑。
突然，后堂中刮起一阵黑风，知县家的箱子打开了。
知县夫人急忙去看，发现箱子多了一包白银，仔细一看，正是被盗的官银。
她立刻派人报告知县。
    知县听说被盗官银出现在自家箱中，惊恐异常。
他核对了银子数量，加上许仙缴来的两锭银子，失窃官银一两不差。
官银如数找到，不过事情有些蹊跷。
知县不敢声张，只好放了白素贞，给许仙定了个“真脏假盗”的罪名，发配镇江。
    为了营救许仙，白素贞和小青来到镇江。
    小青吸取了杭州盗官银的教训，去很远的地方，从恶霸家中盗来三千两银子，抹去了银子上的记号
，准备营救许仙使用。
    白素贞和小青租了一个破旧的大宅院，雇人装修后搬了进去。
经过打听，她们得知，由于许仙罪行不重，只在军营做些劳役。
她们花了些银子，托人将许仙保了出来。
    许仙一见娘子和小青，百感交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娘子会追到镇江，花钱将他保出来，让他重获自由。
更没有想到，娘子会在镇江为他安置新家。
    为了彻底打消许仙对盗官银一事的疑问，白素贞告诉许仙，那天给他的两锭官银，是她当总兵的父
亲留下的，是官府发给父亲的饷银。
官府发的饷银，当然有官府的记号。
是那可恶的知县无事生非，陷害好人。
    许仙觉得娘子的话很有道理，又见娘子刚到镇江，就租下这么大的宅子，知道娘子很有钱。
一个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会盗官银呢！
从此，他再也不提盗官银的事了。
    许仙与白素贞小别重逢，格外亲热。
两人在镇江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白素贞发现，人不能闲着，更不能坐吃山空。
许仙一个男子，整天无所事事，实在不妥。
她觉得，趁手中有银子，应该让许仙干个正经事。
她找小青商议，小青也赞成她的想法。
    许仙是忙过的人，整日闲在家中，尽管有娇妻相伴，有时难免闲得发慌。
听说娘子要出钱，让他干些事业，非常高兴。
过去，他是药铺伙计，一想到干事，就想到了开药铺。
    白素贞赞成开药铺。
开药铺，一来有些收人，可以补贴家用；二来也算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些人间善事。
    开药铺的事，很快定了下来。
许仙为药铺起名“保和堂”，既有保家人平安的意思，又有和气生财的意思。
许仙对开药铺是轻车熟路，干起来得心应手。
他在繁华的街上租了铺面，又进了各种药材，保和堂就开张了。
    白素贞在峨眉山修炼千年，修成人形，法术高明。
她给保和堂的药材施了法术，结果药效大增。
一些人得了疑难杂症，久治不愈，吃了保和堂的药，很快就好。
保和堂的药，成了灵丹妙药，保和堂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好。
    保和堂开张不久，白素贞有了身孕。
恰在这时，江南发生瘟疫，镇江家家有人病倒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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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贞带着身孕，连夜配制治瘟疫的药，给成千上万的人治好了病。
人们病好后，纷纷赞颂白素贞。
一时间，镇江人都知道了会治百病的白娘子，争相传诵白娘子的美名。
    镇江的金山上有座寺庙，人称金山寺。
寺里的主持法海和尚，经过数十年潜心修炼，法力高强。
白素贞为人治病的消息传来，他非常吃惊。
镇江怎么冒出一个会治百病的白娘子？
他觉得奇怪，掐指一算，才知道白娘子原是修成人形的白蛇。
法海和尚心胸狭窄，为人阴险。
他暗下决心，要拆散许仙和白素贞的婚姻，然后制服白素贞。
    法海找到了许仙，见面就说许仙有一身妖气。
许仙听了十分生气。
法海又说，你家娘子是蛇精。
许仙更加生气。
法海说，你若不信，端午节给娘子喝几杯雄黄酒，就明白了。
    P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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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排在首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间文学是人类口头创作和传承的一种语言艺术。
在我国，民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按体裁，可分为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说唱文学、歌谣、叙
事诗、谚语、谜语、笑话等。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方面列入31项，基本上涵盖了民间文学作品
的主要体裁。
    从具体内容来看，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情况比较复杂，有
的项目是一部具体作品，有的项目涵盖了大量作品，还有部分项目，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民间文学现象
。
如耿村民间故事、伍家沟民间故事、下堡坪民间故事、走马镇民间故事、古渔雁民间故事、喀左东蒙
民间故事、谭振山民间故事、河间歌诗、畲族小说歌、青林寺谜语等，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在本书的构思阶段，笔者曾设想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逐
一作以分析和介绍。
在撰写中发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部分民间文学项目，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现
象，情况比较特殊，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和介绍难度太大。
这部分民间文学项目，作为特定的民间文学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尚未引起学术
界的重视，参与研究的人员极少，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笔者搜集到的材料少得可怜。
在此情况下，要对这些特定的民间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和介绍，笔者感到力不从心。
无奈之下，只好修改原定计划，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中，选
出21项进行分析和介绍。
    在讨论本书的框架和提纲时，出版社有个美好的设想，希望能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中，涉及民间文学项目的新发现和新成果都吸收进来。
在撰写中，笔者发现，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首先，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极大地带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
。
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情况尤为突出。
一方面，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被引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近年来涌现的一批年轻学者，以
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民间文学，给民间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
，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潮层出不穷，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最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全都吸收进本书，绝非易事。
虽然笔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挂一漏万之憾。
    目前，系统地分析和介绍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项目的书籍还不多见。
本书的撰写，也算抛砖引玉，书中错误在所难免，盼能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正。
    本书撰写中，得到甘肃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铁巍先生的大力支持，该社编辑马吉庆先生，对
本书的设计付出大量的心血。
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程金城教授、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郭郁烈教授，在百忙中挤出
时间为本书作序。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选用的部分图片，由于无法同作者本人取得联系，请作者谅解。
    作者    2008年9月5日于兰州龙尾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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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灵的记忆——名录中的民间文学》作者陈自仁站在21世纪的文化高点上，根据国家首批公布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国民间传说、史诗、歌谣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从而展示
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根脉。
内容包括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董永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刘三姐歌谣、玛纳
斯、江格尔、格萨尔、阿诗玛、苗族古歌、吴歌等。
本书结合具体内容精选相关图片约200幅，在保持学理性的同时增加了实证性和可读性，力求日后成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鉴赏之标志性成果；本书汲取当代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最新成果，
充分体现出现代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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