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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前言、民间文学的身份认定、民间文学的价值与社会功用、神话、史诗、民
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小戏、民间说唱等共1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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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葡言
　一、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二、本课程的学习意义
　三、理解民间文学及其学科
第一讲　民间文学的身份认定
　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概念
　第二节 民间文学的独特性
　第三节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关系
第二讲　 民间文学的价值与社会功用
　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价值
　第二节 民间文学的社会功用
　第三节 民间文学价值和功能的变迁
第三讲　神话
　第一节　理解神话
　第二节 神话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神话的基本内容
　第四节 中国神话的民族性
第四讲　史诗
　第一节 国外英雄史诗
　第二节 中国南方史诗群
　第三节 中国北方英雄史诗群
　第四节 史诗的基本特征
第五讲　民间传说
　第一节　传说的定义及其发生
　第二节 传说的特征与价值
　第三节 四大传说与传说的研究方法
第六讲　民间故事
　第一节 作为文学的民间故事
　第二节 作为口头艺术的民间故事
　第三节 民间故事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七讲　民间歌谣
　第一节 民间歌谣的发展脉胳
　第二节 民间歌谣形态
　第三节 民间歌谣形成的原因
　第四节 民间歌谣的主要类型
　第五节 民间歌谣的丰富内涵
　第六节 民间歌谣的艺术魅力
第八讲　民间长诗
　第一节 民间长诗的流布
　第二节 民间叙事长诗
　第三节 民间抒情长诗
　第四节 民间说理长诗
　第五节 演述场域及艺术形式
第九讲　民间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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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民间小戏及其起源
　第二节 民间小戏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民间小戏的剧种类型
　第四节 民间小戏的传承与保护
第十讲　民间说唱
　第一节 民间说唱概说
　第二节评书
　第三节相声
　第三节 快书快板
　第四节 鼓曲唱词
第十一讲　民间语言
　第一节 民间谚语
　第二节　歇后语
　第三节 民间谜语
　第四节 日常禁忌语
　第五节 隐语
第十二讲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第一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类型及基本状态
　第三节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第十三讲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简历
　第一节 共和国“十七年”民间文学史
　第二节 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
　第三节 重要民间文学成果
　第四节 神话研究
　第五节 故事传说研究
第十四讲　 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
　第一节 民间文学田野作业概述
　第二节 民间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田野作业
　第三节 歌谣和谚语的田野作业
　第四节 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的田野作业
第十五讲　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民间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第二节 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实践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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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讲 民间文学的身份认定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概念民间文学属于民间文艺学整个体系的一
部分。
“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名称是1935年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其学
科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
”民间文艺学的本义是民间文学学，即民间文学之学，研究对象仍然是创作于民间并流传于民间的各
种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史诗、叙事诗、抒情民歌、民谣、俚谚、谜语、歇后语、民间说唱、民
间戏剧等。
民间文学的各个不同的类别共同构成了民间文艺学的整体。
民、间文艺学之下，有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及谚语学、谜语学等，它们共同构
成了民间文艺学的整体大系统，同时各个门类本身又有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
理论。
一、什么是民间文学“什么是民间文学”，这个看似简单，似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再探
讨的必要。
三十年前的权威定义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
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
”在当代，对民间文学的认定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
言艺术。
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
总结；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这种对民间文学的认定、理解显然也是纯文学化的，仅仅把民间文学看作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门独特
的语言艺术。
这种理解并不全面，民间文学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这种纯文学的理解会
限制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会阻碍民问文学学科的开拓领域。
盘古垂死化身，舍己为人创立万物的精神；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顽强奋斗的意志；鲧、大禹治水
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气概，都充满了人间英雄的阳刚美。
民间文学用艺术形象教育人们分清好坏善恶，辨别美丑贤愚。
传说故事常对那些为了地方或民族的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甚至生命的英雄人物进行歌颂，且又总是讲
述正义战胜邪恶，善恶自有报应的结局，这都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的岁月中，民间文学特别是那些具有民族文化百科全书性质的原始神话，承载着民
族文化的价值观、宇宙观等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内容，体现出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即使是在短小的笑话、生活故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大众的生活智慧。
通常来说，歌谣、曲艺等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行为表演方式。
这些都使得民间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体现出民族
集体的审美趋向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
传统社会里多数民众虽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通过民间文学作品熏陶，激发、唤醒和强化潜藏在
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怀，即人本质中积极的带有正面意义的那些情感，获得良知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
实现其审美需要。
（二）娱乐功能民间文学具有使人娱乐放松，宣泄内心苦闷情绪，以精神安慰补偿现实不足达到心理
平衡的作用。
讲故事、唱山歌、猜谜语、看大戏等都是寻常百姓自娱自乐的方式，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达到消除疲劳
，缓解精神紧张或是抒发自我内心不满的目的。
民间文学是民众消遣休闲的良好工具。
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故事、巧女故事、呆女婿故事、笑话等，都有很强的娱乐性。
民间故事常常讲述穷人的好、穷能驱邪、富能招灾、恶人遭报应的内容，幻想故事里善良弱小的人们
总能得到奇异的人或物的帮助，战胜贫穷、困难、险恶，获得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内容能满足人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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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情感需要，给予民众，特别是贫穷弱势者以希望，使之产生对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向往，在美妙的
故事情节中暂时逃避现实，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从而忍受不完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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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民间文学概论》是全国高等院校专业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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