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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镌刻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也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

传统智慧，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之

源，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

文化根脉、文化基因，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

追溯中华文化的源流、探究中华文化的传续、前

瞻中华文化的走向，对于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立

根铸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

心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

《大系》）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国家级重点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

展。2017年1月，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编纂出版《大系》列为其中的重大工程。《意

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深

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

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对传承发展

工程的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

施等作出了重要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

导我们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遵

循。民间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

基础资源之一，它鲜明而又直接地反映着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审美观。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由中国

文联负责组织实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文学遗产

抢救保护与传承的民心工程。这一工程的主要

任务是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收集整理民间

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献，编纂出版

《大系》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

库，为中华民族保留珍贵鲜活的民间文化记忆。

在编纂同时，开展一系列以中国民间文学为主题

的社会宣传活动，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

的发掘、传播、保护，形成全社会热爱、传承优秀

传统民间文学的热潮，形成德在民间、艺在民间、

文在民间的共识，推动民间文学知识普及与对外

交流传播。

民间文学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具有与

生俱来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

历史的‘剧作者’”。因为民间文学活动本身就是

人民的审美生活，是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

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

文学时，就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人民

创作、人民传播和人民享受，是民间文学人民性

的具体表现。

民间文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载体。首先，民间文学是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集体智慧的结晶，

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极为丰富的思想道德和

文化意识形态。其次，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自己

的文学和学问，具有最为广泛的人民性，没有哪

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拥有如此众多的作者和观

众。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所产生的

潜移默化影响也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再次，民

间文学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和熟悉的审美

方式，也是最为便利的文学活动形式。每个地方

都有祖辈延续下来的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小

戏、说唱等等，为当地人耳熟能详。这些民间文

学一旦进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便释放出强大的

感化能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艺

的传承保护。民间文学搜集抢救整理成果丰硕，

为编纂出版《大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50年3

月，我国民间文学、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美

术、民间舞蹈等领域的文艺家与研究家发起成立

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1987

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组织实施中国民间文艺的传承与研究

工作。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讨论并通过

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1979年9月，全国

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在京召开，

众多民间歌手和艺人恢复名誉，抢救保护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工作也随之重启。1984年 2月，中

宣部印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

集工作的通知》。同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

民研会印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全国

各地大批民间文艺专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

们会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

开始了民间文学抢救整理工作。1987 年至

2009年，在全国普查、采录的基础上，全国各地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编辑出版。“三套集成”

从酝酿、立项到全面实施，历经近30年，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重庆、港澳台）编纂出版90

卷（102册），总计1亿多字，一大批珍贵的各民族

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作

品，成为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通用读本。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国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等工程又相继开展，取得

扎实而宝贵的工作进展。为了进一步适应今后

文化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阅读、研究与

利用的实际需要，2010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启动实施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

程，已陆续完成10多亿字民间口头文学记录文

本的数字化存录，最终将形成体系完备的“中国

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以有效避免因各种因素

造成的纸质资料遗失和损坏，并使阅读、检索和

利用这些作品及资料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和准

确，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民间文艺工作的实践与经验，数十亿字

民间文艺资料的积累与储备，数十万民间文艺工

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我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

宝贵财富，也为《大系》的编纂工作确立了综合实

力和巨大优势。

大系出版工程是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保护、

传承工作的扩充、延伸、深化、升华，更是民间文

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行动。《大系》文库按照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

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理论12

个门类进行编纂，计划到2025年出版大型文库

1000卷，每卷100万字，共10亿字。该工程制

订的长期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分类别的运作策略

和实施举措，保障了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科学

化运用。

《大系》既是有史以来记录民间文学数量最

多、内容最丰富、种类最齐全、形式最多样、最具

活态性的文库，也是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领域开

展的新时代综合性成果总结、示范性的本土文化

实践活动。它将几千年来在民间普遍传承的无

形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富，从而避免在全

球化语境下民间文学遭遇民众文化失语和传统

经典样式失忆的尴尬与窘境，为世人了解中国民

间文艺发展规律、应对社会转型和变革所带来的

传统文化衰微之势，提供了文化复兴的有效良方

和经验范式。

《大系》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成

果、新理念，在选编标准上，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萃取经典，服务

当代。各分卷编委会着力还原民间文学的本真

形态，忠实保持各民族作品原文意蕴，在内容、形

式、类型等方面力求反映出民族风格和当地口承

文化传统特点，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

表性的“四性”原则，在各类文本中，精心编纂出

具有民间文化传统精神和当代人文意识的优秀

作品文库。

编纂出版《大系》，我们始终坚持具有鲜明

导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大系》汇集全国

各地民间文艺领域上千名专家、学者，计划用8

年的时间对民间文学12个门类进行搜集整理、

编纂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大系》既是

党中央交给中国文联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任

务，又是民间文艺界的一项重大学术研究活动；

既是一项中华民族大型文化精品创建工程，又

是一次中国民间文学主题实践宣传活动；既要

深入田间地头调查搜集采录第一手资料，又要

坐在书斋静下心来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大系》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专业性、群众性。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

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积极思考

和探索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时代命题，坚

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关注民间文学新的时代

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我们民族创造的民间

文艺更接地气、更有底气、更具生气。

《大系》编纂出版工作确立了“三个坚持”的

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和正确价值取向，对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制度风

俗、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乡规家风等加以梳理和

诠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民间文学蕴含的

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民间文学在“美教化、厚人

伦、移风俗”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是坚持广泛性

和代表性相结合，在广泛普查和科学分类的基础

上，加强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精神与思想内涵的挖

掘和阐发，把强调先进价值观与突出地域文化特

色、民族风格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建设中华民族

和合一体的共同精神家园；三是坚持学术性与普

及性相结合，以民间文学理论

研究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想为学

术指导，加强民间文学各类别

经典文本呈现、精品范本出版，

促进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并注重与时代发

展相适应，实现从口耳相传到

多媒体传播的时代变化，激活

其当代价值，高标准、高质量、

高要求地打造体现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达

的经典传世精品。

编纂出版《大系》是新时代

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

命。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积淀

深厚，灿烂博大，与人民生活紧

密联系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土壤和基石。千百年来，

我国民间文学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

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文化记忆，鲜明地表现着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向往、道德准

则和价值取向，充分彰显着中

国人的气质、智慧、灵气、想象

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文化的亮丽瑰宝和鲜明标

志，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

值。但同时也要看到，民间文学又是脆弱的。随

着转型期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城镇化带来的高速

发展，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迅速流失，

不少优秀民间文学正在成为绝唱，更多的民间文

学资源业已消失。因此，抢救与保护散落在中国

大地上各区域、各民族现存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

产，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和学科准则，大规模开展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推广、研究，激发全

社会对我国优秀民间文学的热爱和珍视之情，促

进民间文学保护、传承与发展，延续中华文脉，造

福人民大众，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

民间文学精致文本和精彩样式，已成为热爱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

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

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

力、影响力、创造力。进一步发扬优秀传统，充分

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民族情感、表达形式，充分尊重一代又一代民间

文艺创造者、传承者的经验智慧与劳动成果，进

一步凝聚共识，精耕细作，落实好、完成好大系出

版工程的各项工作，不断书写出中国民间文学新

的辉煌，既是新时代赋予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

光荣职责，更是我们共同担当的神圣使命。

我们郑重呼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共同承

担起抢救中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神圣职责！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19年3月5日

家庭与社会是人类绕不过的话题，历经10年思考的日本

导演是枝裕和一脚踏进来，先是将其割裂，然后全部碾碎，《小

偷家族》就这么诞生了。

影片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个家庭聚散的故事，其结构、气

蕴、不事张扬的镜头语言和所有琐碎细致的呈现，大有中国古

典名著《红楼梦》的味道。

片中人物关系复杂。奶奶初枝因被儿子儿媳抛弃，而将收

养来的一对男女使用了儿子和儿媳柴田治和信代的名字，以填

补一个孤独老人对正常家庭温暖的向往。信代因不能生育受到

开酒馆丈夫的虐待，而与常到酒馆来喝酒的柴田治产生私情，

并因私情被发现后正当防卫而失手杀人，两人因为私奔与奶奶

走到了一起。妹妹亚纪是奶奶前夫的大孙女，是奶奶在参加前

夫葬礼时认识，并发现其不受家庭待见而将其带回的。柴田治

与信代在某次行窃时敲碎汽车玻璃，却意外捡回了被主人遗忘

或遗留在车里的祥太。而之所以取名祥太，恰是因为这或许正

是柴田治自己本来的名字。柴田治与祥太偷盗时顺手又捡回了

虽有家庭却靠在社区流浪度日的小不点由里。这样的一个六口

之家，人人都有故事，但人人的故事又都是片段呈现，然后与另

一个人或其他人交叉。奶奶初枝去游戏厅时会像孩子般偷拿别

人的游戏币；柴田治会耐心地指导和掩护祥太的偷盗，祥太也

把娴熟的偷盗技艺传授给小不点由里；亚纪原生家庭的妹妹纱

香因是父母的宠儿，所以她在援交接客时，一直盗用妹妹纱香

的名字；信代在洗衣店打零工，会刻意翻找客人遗留在衣服里

的物品并据为己有。这是一个不靠血缘而靠偷盗建立起来的奇

异家庭组合。

如《红楼梦》全靠细节支撑一样，《小偷家族》也貌似一本无

主题的流水账。破旧逼仄的房屋拥挤凌乱，一早起床的柴田治

会提着脏旧的裤子找不到腰带。亚纪会坦然地与奶奶探讨自己

的援交工作，也会公开质疑柴田治和信代如何过夫妻生活。奶

奶极力袒护着由里的尿床，并认真地为她缝制新衣。奶奶还时

常关心亚纪的脚凉脚热，信代也从由里那里体会着做母亲的温

暖。祥太接纳了身体孱弱目光怯懦的由里，由里也从一个跟屁

虫开始产生了对祥太“哥哥”的感情。叔叔柴田治不仅把祥太培

养成了一个娴熟的偷手，而且也如父亲般指导着祥太的青春启

蒙和性的成长。他们的对话朴实，富有情趣，但也不乏突兀，而

所有的细节和不经意，都为后续埋下伏笔。

一家六口主要指望奶奶的社保度日，因此偷盗貌似成为必

然。面对从超市偷来的乱七八糟的食品，虽然七炖八烩之后已

不成样子，但一家人聚在一起，却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热

气腾腾。他们曾一起看绚烂绽放的烟花，虽然没有出现烟花的

画面，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却都绽放出了烟花般的笑容。他们

曾一起去看大海，蓝天白云，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

忘我嬉水。看上去，他们比一切正常的家庭仿佛更充满亲情，比

所有幸福的家庭仿佛有着更多的温馨。这一切因祥太带由里常

去偷盗的一个老年店主的一句话“不要再让你妹妹做这样的事

了”而引起变化，一方面说明他们自以为高明的偷盗，在别人眼

里都不过是大白天下，或许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另一方面不

光彩的偷盗行为，毕竟难以成为终生的职业。这个奇异而“幸

福”家庭的反思，首先从少年祥太开始了。他故意从先前的暗偷

而改为明拿，然后因为被追逐而跳桥，并因此进入了警察的视

野。祥太出事，一家人准备逃离，当警察的探灯聚焦到他们每个

人的嘴脸上时，一个被导演刻意割裂和封闭的奇异家庭，便与

外面的社会接上了轨。与外面社会的接轨，带来的显然不是更

加弥合，而是迅速瓦解。信代全盘承担了对奶奶的遗尸罪责而

入狱，柴田治独自租住在光棍宿舍，祥太入福利机构后再次被

领养，亚纪重回那个自己感受不到亲情和关爱的家庭，由里也

重回了那个遗弃她的原生家庭，继续少言寡语——每个人的命

运仿佛瞬间都被打回了原形。奶奶在大限将至时，在海边发出

了“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感慨，并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家庭成员。

信代告知了祥太的出身隐秘，并向狱警发出了“生下孩子就自

然成为母亲了吗”的质问。祥太在看望柴田治后返回的公交车

上，面对追跑汽车的柴田治，从心底里第一次轻声喊出了“爸

爸”。由里一个人在阳台上孤独地玩着玻璃球，而亚纪却悄悄推

开了那扇人去楼空的破旧大门。

这是一出生活之灰遮蔽下的荒诞真情。从里面看，我们什

么都没有，只有爱。但从外面看，却是我们一起偷，偷来平安和

温情。每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似乎都不高，他们好像只为追

求那份真情，满足内心爱的慰藉。尽管亚纪在援交时即使面对

聋哑客人，也极力奉献着自己的美丽和温柔，但荒诞终究包不

住外面世界的冰冷。关注社会边缘人，关注底层，让生活少一些

离奇和荒诞，这或许是每个社会都必须下力气要做的事。这正

是影片的思想所指，也是其意义所在。

生活之灰遮蔽下的荒诞真情生活之灰遮蔽下的荒诞真情
□□张世勤张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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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首批成果共12卷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大工程之一，由中国文

联牵头组织实施，工程于 2018年正式启动。2019年 12月 25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

《大系》）首批成果发布。《大系》首批图书推出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

谜语、俗语、理论等12大门类，共计1200多万字。《大系》首批成果的面世，标志着该项工程进入新

的阶段。本版特刊发《大系》总序。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