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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建　中

　　内容提要 　以往讨论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 , 大多都以作家文学为参照。其实 , 民间文学并不是以作家

文学为对应的一种文学 , 这一现代学科概念也不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提出来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相对独

立的学科和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 , 都不是由 “文学 ”分化出来的 , 它有着完全独立的形成和演进轨迹 , 并

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 , 讨论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 , 应该突破一般 “文学 ”的纬度。本文从民间文

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出发 , 对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作了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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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 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 不仅是一种文学 , 更是一种文

化和生活。

一、讲述者的魅力

　　民间文学的作用不仅表现在 “结果 ”, 也显示于其演说过程本身。任何民间文学活动都不是个体

的 , 而是集体的 , 具有强烈的展示性。过去 , 民间文学表演和民间文学力量的释放主要集中在神庙、

祭祀、竞技等公共场所。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表演、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等 , 举行场面宏

大的公共仪式。所有的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 , 也是民间文学的表演者 , 没有专门的观众。此时 , 所有

的能量在瞬间聚集、释放 , 人们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民间文学的传统力量得到

极大的发挥 , 似乎威力也更为强大。

古往今来的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讲故事作为人类生活中一项不可少的文化活动的意义 , “不讲

故事则不成其为人 ”①。正像世人皆知的 《一千零一夜 》所喻指的 : 从人最终的命运来看 , “叙事等

于生命 , 没有叙事便是死亡 ”。《一千零一夜 》除了山鲁佐德讲故事这一线索贯穿始终外 , 故事中的

一些人物也讲故事 , 形成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它用无穷无尽的故事赞美了故事本身 , 赞美了讲

故事的人。将这部百科全书般的故事集译成中文的纳训先生在 “译后记 ”中提到 , 伏尔泰说 , 读了

《一千零一夜 》四遍以后 , 算是尝到了故事体文学作品的滋味。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 ·本雅明 (W alter Benjam in) 在 《讲故事的人 》 (1936年 ) 一文中说 : “民间

故事和童话因为曾经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 , 所以直至今日依旧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无论何时 , 民

间故事和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 ; 无论在何种情况 , 民间故事和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

的。”②在这篇著名文章中 , 本雅明解释了民间文学教育作用的来源 : 故事讲述者拥有丰富的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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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他们为两种人 , 一是远游者 , 讲故事的人都是从远方归来的人 , “远行者必会讲故事 ”。这样一

种人见多识广 , 比当地其他人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阅历 , 在崭新的生活道路上行进又不深深陷入其

间。《一千零一夜 》中的故事大多来自从遥远地方归来的商人和商船上的水手 , 中国上古神话中也有

大量关于远国异人的描绘 , 如 《禹贡 》、《山海经 》等都是有关殊方绝域、远国异人的故事。远游者

的讲述魅力在于他们和另一空间的联系和有关的知识。人们总想知道山外的世界 , 远游者拓展了人们

的生活空间 , 这是神秘的、异质的、充满悬念的 , 可以引发人们不断追问。于是 , 人们的生活增添了

一种崭新的空间上的联系、比较和向往。故事讲述者的另一种类型是当地德高望重者 , 他们是一群了

解本地掌故传说的人。他们同样见多识广 , 比当地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阅历 , 在传统的生活道

路上行进又在延续传统。他们是深深了解时间的人 , 是当地历史记忆的代表和讲述者 , 其行为是在积

极延续当地的口头传统 , 其故事和知识来自于对历史和传统的掌握。讲述的魅力在于将过去与现在联

系在一起 , 通过聆听故事 , 人们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延续 , 更加理解当下生活的意义和合理

性。

两种故事讲述人 “代表着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联系的维持与拓展 ”③。

因此 , 这种讲述活动的教育意义是全方位的 , 不仅是知识、道德及宗教信息的传输 , 而且让一个地方

的文化传统在代际之间得到不断传承 , 使当地人从故事中获得生活时空坐标上的恰当认定。

二、实施传统道德教育

　　民众运用民间文学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 , 这对于中华民族品格的形成 , 起了良好的作用。我国传

统的道德思想 , 相当部分存在于民间文学之中 , 并借助民间文学得以传播。在民间 , 传统道德教育主

要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如地陷型传说属中国洪水神话的一个亚型 , 仅举一例 :

从前东京城里有个孝子 , 老母在堂。有一晚 , 他梦见一个仙人对他说 : “这个城快要沉没

了 ! 你如果见到城隍庙前石狮子的眼睛出了血 , 此城马上沉没 , 赶快驮了你的母亲逃走 !”那孝

子便每日在天未亮之前先到城隍庙前看石狮子眼睛有没有出血。一连好几天 , 天天碰到杀猪的。

杀猪的问明原委 , 在第二天大清早 , 用手上的猪血涂抹了狮子的眼睛。孝子看见石狮子的眼睛出

了血 , 马上回家驮了老母就逃。他的前足跨出 , 后脚所踏之地便沦为湖。于是 , 那东京城就沉没

为湖 , 崇明岛却渐渐地凸了起来。④

此传说也可归为地方传说 ( Place Legend) 类 , 它含有一个禁忌主题 , 就是不能为恶 , 为恶者必

有报应。禁忌主题附丽于具体、直观的地方景点 (诸如崇明岛 ) , 则平添了几分可信度。尤其是将毁

灭性的自然灾害与人的善恶行为联系为直接的因果关系 , 令禁忌主题更有振聋发聩的威慑效果 , 使人

与动物相区别的不是死的意识 , 而是对死的逃避。按美国学者诺尔曼 ·布朗 (Norman O. B rown) 在

《生与死的对抗 》一书中的说法 , 死是生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 , 但人们却可以努力地延长两者之间的

距离。⑤此型禁忌主题告诫我们 , “延长 ”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精神修炼 , 而非身体的营养 , 如杀猪的

自然可食足够的肉 , 却不能逃脱死亡。道德说教一旦融入生与死可供选择的对照之中 , 即会激起乐生

惧死的民众强烈的共鸣和战栗。⑥

道德力量的释放往往是在故事的讲述中完成的 , 讲述者和听众共同营造了神秘的训诫和警示的氛

围。“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 而不是与他们分离的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我们

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恶的潜能 , 因此每个角色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⑦故事戏剧性地

表现了这些部分 , 用形象来提醒人们应该如何行为举止 , 可能在哪里误入歧途。故事讲述完后 , 在场

的人会有一番交流和讨论 , 这种讲述空间、故事和故事之后的讨论都是一个完整过程的要素。在这个

过程中人们 , 尤其是年轻人 , 认识到道德的生命意义 , 从而使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民间文学对青少年教育的作用更为明显。儿歌、童谣、童话等迎合了儿童的审美趣味和接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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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 在相互传唱或传说过程中 , 儿童们自然而然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童话中往往出现魔物母

题 , 如何使用魔物 , 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重心 , 也是两种道德观念交锋的焦点。魔物实际上是诱使矛

盾对立的双方充分表现各自品格和品性的道具。在使用魔物的过程中 , 善和恶、无私与自私、正义与

邪恶、高尚与卑鄙相互对照和衬托 , 前者建设力的高扬和后者破坏力的放纵泾渭分明。这是借用神灵

的手笔摹写人世间善良、憎恶及贪婪的剧本。魔物母题故事非常巧妙地制造了谁也难以摆脱其诱惑的

魔物道具 , 让把玩它的人不得不暴露自己的道德景况。当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 在儿童欢快的心理之

中也被注入了高尚的情愫。

其他民间文学样式同样拥有教化功能 , 如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种瓜得瓜 , 种豆得豆 ”、

“与人方便 , 自己方便 ”等谚语 , 历史悠久 , 流传很广 , 蕴涵了民众的道德情操和生活经验。

三、历史在口述中传播

　　我们谈论的历史是需要通过关于历史的话语才能获得的 , 也就是说任何事件都需要用语言描述出

来。否则 , 历史的信息就无从表述 , 也不能获得。历史的遗迹只有进入某种话题才能变成历史的知

识。我们已经很难把历史事实和叙述这一事实的语言分开。历史话语是对历史学家对所掌握的历史资

料的阐释。美国历史学家海登 ·怀特 (Hayden W hite) 在 《“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 ”: 文学理论与历

史写作 》一文中说 : “历史话语所产生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

的种种阐释。这种阐释可以采取若干形式 , 从简单的编年史回史实目录直到高度抽象的 ‘历史哲

学 ’。”⑧也可以说 , 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 , 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阐释 , 只不过

传说的制造者和传说者们并不是历史学家。

民间文学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工具。在文字产生之前 , 历史主要是靠口头文学来记忆和记载的。在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 , 这些口头文学还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 , 当地的历史传统主要通过口述得以延续 ,

民间文学是传授历史知识的唯一媒介。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 : “民间文学 , 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 ,

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 , 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国里的下层民众 (后者例如我国

的大部分的农民 ) , 它差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 ! 一则神话 , 可以坚固全团体的

协同心 ; 一首歌谣 , 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 ; 一句谚语 , 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在文化未开或

半开的民众当中 , 民间文学所尽的社会教育的功能 , 说来是使人惊异的。”⑨即便在民众基本上具有书

写能力和普遍使用文字的地区 , 民间口头文学同样是历史的承载者 , 历史同样需要借助民间文学获得

记忆和延续。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事实 , 当代史学以历史重构为目的 , 关注口述历史和口头传统 , “当

‘口述 ’与 ‘历史 ’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 , 它便产生了颠覆的意义 ”⑩。在某种程度上 , 民间文学

就是历史 , 民间文学演唱是一种历史教育活动。

有一个被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 , 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明代移民遗址 , 是海内外

数以亿计的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数百年来 “问我祖先在何处 ? 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

故居叫什么 ? 大槐树下老鹳窝 ”、“谁是古槐迁入人 , 脱履小趾验甲形 ”等民谣和相关的传说在我国

广大地区祖辈相传 , 妇孺皆知。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推波助澜之下 , 洪洞大槐树被构拟为认祖归宗

的符号和象征 , 被当作 “家”, 被称为 “根 ”, 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神圣的故乡。“特别是地方风物传

说 ,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 , 充实当地的历史 , 某种意义上说 , 一本地方风物传说 , 就是一本乡土

教材 , 它是没有写进历史书的历史 , 它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风貌。”�λϖ

另外 , 像 《三国演义 》、《隋唐演义 》、《杨家将 》、《水浒传 》等历史小说 , 它们之所以能够家喻

户晓 , 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 , 在传说、歌谣和曲艺、地方戏等演出中广泛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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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众狂欢的主要形式

　　民间文学是民众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形式。依据俄罗斯著名文艺

理论家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 , 民间文学集中演说的时节、场合 , 就是民间的狂欢节。民众需要狂欢

和诙谐 , 在狂欢中获得各种满足和精神的愉悦。

在民间文学得到集中演说的场合 , 在一定程度上 , 人们的身份会发生明显改变。领导者会努力去

掉自己的权威 , 包括说话的口吻、语气、内容等 , 民众成为主角 , 他们的演技得到充分展示 , 所有的

人为他们喝彩 , 领导者融入表演的气氛 , 甚至参与演说 , 也满足了与民狂欢的需求。在这样的场合 ,

并不会损害领导者的形象 , 反而有助于其形象的塑造。因此 , 民间文学表演的狂欢是社会的需求 , 是

上层和下层交流、融合的最好场合 , 可以化解对立和矛盾 , 同时 , 又是民间所定义的正义的张扬。

民谣是对话化的杂语 , 而 “沿着语言生活里集中倾向的轨迹发展而诞生与形成的语言哲学、语

言学和修辞学 , 忽视体现着语言生活离心力的这一对话化了的杂语。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

这样一种对话性 ⋯⋯不妨直接地说 , 语言的对话因素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现象 , 直到现在仍然处于语言

学的视野之外 ”�λω。现代山西秧歌、东北二人转以及餐桌上的冷嘲热讽就颇为典型。诙谐的源泉是上

古初民娱神的仪式 , 当神圣的表层随着神的死亡而不断脱落 , 剩下的便是纯粹的诙谐式欢乐 , 故而 ,

诙谐就是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 它存在于民间生活空间的各种灰色地带。人们并不是因受压抑才

诙谐 , 诙谐是本能的宣泄 , 因而民间既不存在压抑也不存在升华或替换 , 民间就是民间 , 它不需要外

在的拯救。诙谐是民间人生中重要的精神现象 , 决不能将之当作休息时的消遣 , 无足轻重的游戏。

在民间 , 在现实生活中 , 所有的民间文学活动都是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 , 狂欢中的诙

谐 , 诙谐中的狂欢 , 这是活动的主要基调。巴赫金认为 , 狂欢式的诙谐 “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 ,

这是关于整体世界、关于历史、关于人的真理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 这是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看

待世界的观点 , 以另一种方式看世界 , 其重要程度比起严肃性来 , (如果不超过 ) 那也毫不逊色 ⋯⋯

世界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诙谐才力所能及。”�λξ

五、为学术研究提供多种可能

　　民间文学不仅是艺术的、情感的、鉴赏和审美的 , 更是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传统的。研究

作家文学的方法、视角、观点及理论等均可纳入文艺学学科 , 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则是民间文艺学难

以单独胜任的。民间文学本身的特质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 , 它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

能。譬如 , 以史学研究而言 , 从神话和史诗中发展而来的民间叙事结构 , 既意味着对一系列历史事件

的口头语言的讲述 , 也意味着一种虚构话语的力量。作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 ———尽管其中包含着叙事

话语所特有的虚构因素 ———叙事是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模仿 , 但由于其口头叙述的特性 , 实际已洞

穿了文学和历史的边界 , 否则 , 民间便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了。在本质的层面 , 民间文学与典籍

史料有着同等意义的学术现实意义。对此 , 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先生很早就有明确的阐述 : “民间文

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 , 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

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 , 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

史 , 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λψ这段话尽管带有浪漫主义的味道 , 但对民间文学史学现实意

义作了充分肯定。

民间文学无疑属于口头传统或口述传统。路丝 ·芬尼甘 ( Tuth finnegan) 在 《文化人类学百科词

典 》 (1996) 中 , 对人类学研究口述传统可能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寻 :

人类学家也对口述传统的种种功能和过程 (不仅仅是产品 ) 感兴趣 , 并进入其文化语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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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观看这些功能和过程。就像把口述传统作为当地 “信息系统 ”的组成部分去分析一样 , 人

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些过程 : “传统 ”是如何通过这些过程得以创造、

明确和维持的 , 或者它们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特殊的兴趣和现实意义的⋯⋯人类学家

如今都转向研究以下问题 : 非书面的传统实际上是怎样被激活、被创造乃至再创造的 , 稳定和变

化之间的关系 , 这些问题与诸如政治操纵之类的主题之间的关联 , 对于谁对传统的要求应该被表

现的争论的可能性 , 以及影响现状的社会记忆过程和社会忘却过程。�λζ

美国学者 E·希尔斯曾对 “传统 ”作了这样的界定 : “传统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 , 它的

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 , 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 ⋯⋯决定性的标准是 , 它是人类行为、思

想和想像的产物 , 并且被代代相传。”�λ{美国学者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提出了著名

的 “大传统 ”和 “小传统 ”的理论模式。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 , 尤其是都市文

明的文化模式。而小传统是指复杂社会中具有地方社区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作为口头传统 , 民

间文学显然是小传统。民间文学是集体记忆的 , 法国学者莫里斯 ·哈布瓦赫在其名著 《论集体记忆 》

中 , 把 “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 , 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

( ep isodic) 建构 ”, 是 “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重构 ”。�λ| 传统是现代社会重构的产物 , 民间文学这一称

谓或者说其文学属性 , 恰恰揭示了其重构传统的本质。对民间文学的研究 , 肯定可以回答诸如此类的

问题 : “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 , 又忘却了什么 ? 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

有着怎样的关系 ?”�λ}当然 , 回答这些问题仅靠民间文艺学是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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