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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迎面吹来阵
阵凉风，我们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听她讲那遥远
的故事，《狼外婆》《狗耕田》《七仙女》《叶限》……
构成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一些故事以文字的形
式记录了下来，但大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因
为演述人的断代而渐渐失传。那些散落在祖国大
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若不能及时得到抢救整
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更是
民族文化的根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
正是举全国之力延续这一根脉的伟大工程，旨在
将那些正在被遗忘的民间故事传统重新打捞起
来，使之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纸质文本，供后人
阅读、保存、研究和享用。

民间传统生活的“活化石”

民间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
和传播民间故事时，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
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活动。民间故
事演述活动本身就是民众的生活，是民众不可缺
少的生活样式。自古以来，民间故事的演述往往
不是单独进行，而是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各种仪
式活动紧密结合，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故此，
其价值包含在当地人的思想、历史、道德、审美等
一切意识形态里面，也伴随着当地人的一切物质
活动，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审美维度。民间故事延
续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世界。

民间故事的演述始终与某一生活情境联系
在一起。民间故事与生活情境之间的联结最为牢
固，同时也具有多向度的杜会意义。民间故事的
演述过程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但故事的演述者
从来都不是独自站在舞台上演独角戏，听众随时
随地都有插话、打岔、插科打诨的可能。故事的演
述，往往都是因某次偶然的闲谈或者某个偶然发
生的事件引起的，演述人通过演述某个与当时当
地情景相符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
此，对于当地人来说，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交流
意义。只有在民间故事演述的各种因素的关联情
境中以及从头至尾的过程之中把握民间故事的
生活形态，民间故事才能被全面理解。譬如，独龙
族的“坛嘎朋”贯穿于独龙族各种仪式场合，表现
了对祖先丰功伟绩的追忆。这种民间故事现象在
民族地区尤为普遍。倘若脱离了具体的生活情
境，民间故事便无法演述，也失去了演述的必要。

民间故事演述中机智、调侃的语言，伴随的
插科打诨，夸张的形体动作，惟妙惟肖的表情，表
演者与观众奇妙的互动等等，都可引发现场哄堂
大笑。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说：民间故
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晚上疲
惫不堪回来的时候，娱乐他，恢复他的精神，使他
忘掉沉重的劳动，把他那贫瘠砂砾的田地变为芬
芳的花园。这是民间文学特有的生活魅力。

在夜间讲故事是民间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
现象，有些著名故事集的名称就反映了这种情
况。如意大利16世纪中叶斯特拉佩鲁勒收集的
一个故事集叫作《愉快的夜晚》，日本故事学家关
敬吾说，他开始研究民间故事时，阅读的是一位
老大娘讲述的《加无波良夜谭》。著名故事家刘德
培的很多故事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获得，在这种场
合下演述。夜谈不限于室内，夏季夜晚在室外乘
凉，秋收季节夜晚在月光下剥玉米、绩麻，这种轻
体力劳动都不妨碍讲故事。在故事的演述和接受
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情趣。

演述者的演述魅力

民间故事的叙述人不是一般的说话人，即不
是正在“说话”的人本身，而是一个秉承了某一地
方传统并传播和演绎传统的人物。一个人一旦进
入叙事，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角度。
叙述人是叙述人所创造、所想象、所虚构的角色。
他可以根据需要，用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进行叙
述，并伴以各种形体和表情动作。故事的叙述人
在演唱或讲故事时极为自然地把“说”扩展为一

种表演、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叙述者不仅是一个
故事的叙述人，他们还身兼数职地模拟故事中不
同人物的口吻、音容笑貌、行为动作，以有声有色
的方式富有临场感地叙述民间故事或演绎民间
口头传统。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
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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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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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演述者拥有丰富的
生活经验。他们为两种人，一是远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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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深陷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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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中有大量关于远国异人的描绘，《禹贡》《山海
经》等都是有关殊方绝域、远国异人的故事。远游
者的演述魅力在于空间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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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活空间。于是，从此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崭
新的空间上的联系、比较和向往。

故事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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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和演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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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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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事的生活意义

在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
要研究对象的诗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

开放后，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
上的叙事学才传入进来。“叙事”又称“叙述”，英
文翻译为“narrative”一词。叙事问题是当代人
文学科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的核心，叙述就是

“讲故事”。“‘讲故事’是‘叙事’这种文化活动的
一个核心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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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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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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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遍以后才算是尝到了故事体文学作品的
滋味。

日本学者关敬吾在描写故事演述活动中的
这种情形时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管它的
主人公是人，是动物，是天狗，还是老山妖，故事
里的主人公、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们能完全融为一
体。人们沉浸在故事里，形成了一种精神集体。”
演述活动这种现场效果无疑起着联合人们、创造
生活的作用。民间故事每篇作品的具体内容各不
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情绪、思想倾向、生活理想有
一定共同性。因此，在演述活动中，作品本身这种
共同性经过演述者的发挥，很容易和听众（观众）
发生心理共鸣，被听众（观众）接受，使“个体知觉
变成集体知觉”，达到人们的共识和共有的精神
趋同。

故事演述活动作为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样式，
之所以得以传承，主要不是依靠信仰的支撑，也
不是依附仪式的神圣，而是出于民众对审美的基
本需要，也是各民族、各地区民众将生活诗意化
的产物。因而，其中也深刻地凝聚着各民族、各地
区民众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说故
事、听笑话的文学活动本身给人带来身心的欢
愉。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故事各种形式的表演，喜
剧的成分远远大于悲剧成分。一些比较严肃甚至
神圣的民间表演过程，也总会融入一些插科打诨
的形式。江西省赣南地方小戏采茶有一种舞蹈动

作叫“矮子步”，幽默，诙谐，让观众感官得到满
足。“矮子步”模拟并夸张地表现了采茶负重等姿
态，老虎头鲤鱼腰，双手柔如月，腕、手、腿、脚、头
具有几种不同的节奏，演员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
可随时调整。整个舞蹈动作融合在完整统一的音
乐之中，表现出气氛的欢快活跃，人物心情的舒
爽轻松。小孩观看备感亲切，大人欣赏之后如回
到童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舒畅。

民众运用民间故事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这
对于中华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国传统的道德思想，相当部分存在于民间

故事之中，并借助民间故事得以传播。在民间，传
统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民间故事演述的形式得
以实施的。道德力量的释放往往是在故事的演述
中实现的，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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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部分，用形象来提
醒人们：应该如何规范行为举止，可能在哪里误
入歧途。故事演述完后，在场的人会有一番交流
和讨论，这种演述空间、故事和故事之后的讨论
都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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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

民间故事对青少年教育的作用更为明显。童
话中往往出现魔法宝物母题，如何使用魔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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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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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宝物的过程中，善和恶、无私与自私、正义与
邪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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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宝物母题故事非常巧妙地制造了谁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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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欢快的内心也被注入了高尚的情愫。

民间故事：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优秀
的民族民间故事传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它是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它
是历史文化系统中凝聚提炼出来的，分别指向国
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
值准则，而这种公民个人的价值准则在不断规范
人的成长，浇铸人的品格。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
尽管都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但也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包括民间故事传统提炼和升华的结晶，具有
鲜明的历时性向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需
要民间故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故事
是历史的、民族的，或者说是民族历史的积淀。
民间故事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传统的和民
族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二是民
间故事是民众的，人民的。民间故事根植于民族
历史文化的士壤，带有深厚的民族特质；同时，民
间故事的创作者和演述者是具有人民思想、愿望
的人民本身，因此，民间故事具有直接的人民
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续着民族精神承载
和演绎着民族精神的民间故事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我国源
远流长的民间故事，从根本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在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
过程中，当然应该吸纳外国优秀的文学形式和文
学作品，但最能够代表民族群体的崇高精神，最
能够表达这种崇高精神的，不可能是外来的，而
只能是本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包括民间故事在
内的文学传统。

一般而言，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在年节期间以
及人生礼仪期间最为活跃。这种群体的场合，是
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最佳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
早就指出：人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历
史的，这种前提和条件，包括“传统”在内。讲故事
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先于个人而存在。民
间故事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教化作用，
别的东西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恩格斯在讲到德国
民间故事书的重要作用时，说民间故事书像《圣
经》一样培养着人民的道德感，使人们认识到自
己的力量、权利和自由，唤起对祖国的爱。

总而言之，新时期的民间故事，本身就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是其承载体系中
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民间故事又通过教化、娱
乐等途径，不断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间及
民族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民间故事开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可以在民
间、民族和传统情怀的语境中，使核心价值观进
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并且深入人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在初期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
施防控疫情，全国经济和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作为传统文化领
域的国内非遗实践活动，因疫情导致春节庙会、元宵节灯会、清
明节祭扫等节日文化活动取消。表演艺术以及传统手工艺类的
非遗传承人和从业者因订单和原材料获取渠道的中断，面临困
境。疫情倒逼民间手艺人作出思考和调整，由线下门店转战线
上平台，通过在线表演、录制网课、互动授课、直播带货等方式，
既开发了新的销售渠道、增加了收入，又丰富了群众疫情期间
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网络化非遗实
践呈现出符合数字化时代发展之需的特点，成本小，效果好，

“李子柒现象”在全球的持续走红，更加印证我国包含非遗在内
的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一定离不开数字媒介的精准输出。今年围
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主题特色活动，也将首次以各大
网络平台为主要传播媒介，让民众深度领略非遗的传统魅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具有适应和进化的能
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非遗实践本身还被赋
予了缓解个人负面情绪、维护家庭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弘扬
传统文化等多重意义和价值，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价值语义和社
会功能。

疫情期间人们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这也增加了在家庭
中教授非遗的机会。诸如烹饪、传统手工艺等文化传统都被重
新“点燃”。父母按照祖辈传下来的食谱，同子女在家一起做传
统面食、面点，并在网上分享成果。学校也通过网课教授、鼓励
学生在家做皮影人物、剪纸等手工艺，非遗手工课对于居家学
习的孩子们既是压力调剂，又是技能补充，充分发挥了非遗的
美育功能，使得优秀的非遗资源成功转化为教育资源。

网络平台在抗击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非
遗传统知识、表达方式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北京东
城拥有兔爷技法、内画鼻烟壶、金马派风筝技艺、邱氏花灯等传
统技艺，但非遗传承人年龄跨度很大，他们都选择通过自主学
习和主播培训的方式，把在线讲解非遗文化知识、录制非遗技
艺网课、直播营销等搬进了直播间。经过直播，销路一下打开，
手工艺品一下“秒光”，网评的反馈也非常及时。民间艺人们都
感叹于这种不同于线下静态销售模式的出奇效果，表示今后还
要为年轻人和小朋友开发非遗制作手工材料包和国风文创产

品、现代设计产品，还要将录制的网课精心剪辑，作为今后“非
遗进校园”的网络教学视频。而许多京剧、豫剧、黄梅戏等传统
戏曲表演艺术家则通过直播表演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既传播了
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疫情至今，医学界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但
非遗的许多元素正在被用以支持和加强公共卫生措施。例如，
我国针灸、艾灸等传统医疗手段在人们的隔离生活中发挥了养
生调理、身心调解的辅助疗效，全国公布的包含少数民族的137
项国家级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地草药传
统炮制技艺和制剂方法等，作为民间宝贵的抗疫资源正发挥着
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成都非遗推广大使”李子柒也让人们看到中国
非遗文化造船出海的可能。她视频里展现的中国文房四宝手
艺、蜀绣技艺、木活字印刷术等传统手工艺，代表的是中国传统
美学精神和古典生活方式，这是她在全球受欢迎、引起文化共
鸣的重要原因。正如疫情期间意大利著名盲人歌唱家安德烈·
波切利一人在米兰大教堂前吟唱福音歌曲引人流泪一样，有感
染力的文化一定是人们心之所向且有力度的，而李子柒所呈现
的精神家园恰好契合了这一特点。

民俗学家玛丽贝尔·阿尔瓦雷斯在《大流行病时代的民俗
生活》中这样形容特殊时期民俗学家以及民俗的重要性：“当灾
难或其他对日常生活造成重大破坏的情况发生时，医务急救人
员通常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人们通常不会联想到民俗学家会
作何反应。然而，在这种特殊时期还能‘有质量地生活’，民俗学
家能够贡献一定的专业知识。正如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绑在树上
的黄丝带，柏林墙倒塌前的涂鸦，民俗学家可以敏锐察觉人类
行为的微小变化，他们可以精确探知人类如何通过千奇百怪的
方式和地点来寻找意义。”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突出了紧急状态下活态遗产的
脆弱性，但同样也可以为非遗提供复兴或创造性的语境，迫使
人们重拾对于被遗忘的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趣，甚至
对非遗塑造一种新的样貌形态。

疫情期间，通过新闻媒体，我们了解到这一特殊时期人类
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变化。原来很重要的
会议好像也没这么重要了，离婚率攀升，家庭教育舒适区被打
破，以前必须的文化消费也不是这么必须了，工作、生活、理想
的意义正被给予重新思考。在焦虑、同情、恐惧、无奈、愤怒等各
种复杂情绪下，民俗学家给出了三个工具包，作为“智慧锦囊”，
帮助人们将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转化为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

的探索之旅，以平顺度过这场危机。总结起来即：第一，关注事
情本身。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从日常活动中找寻意义
的最简单做法之一就是将原来“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在
没有质疑其逻辑背景的情形下接受了很多事物，我们所谓的

“正常”生活并不注定如此，而是发挥了我们的主观创造力。对
于所做的每一件无意识的事情，我们应有机会重塑之前的惯性
方式，以此在履行义务和处理各种关系中产生更多同理心和批
判性思维。而疫情期间重新学习一门手艺、一个剧种，哪怕是太
极拳、口技、围棋、象棋、花毽等传统体育游艺项目，都是对平时
生活的突破和尝新。第二，日常生活仪式化。出生礼、成人礼、葬
礼、婚礼、生育礼等仪式是生活快照的“框架”，用来标记变化，
帮助人类应对过渡。仪式的普遍功能是帮助我们注意对彼此根
深蒂固的信念和我们最关心的诸如爱情、家庭、信仰等。在隔离
生活中，也应将普通的生活仪式化，早晨的咖啡、下午的散步可
以成为现代生活简化的仪式，仪式的意义帮助我们提高劳动的
价值，始终为努力带来希望。第三，建立连接点。任何一件事物
都因与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的连接而产生意义。疫情
期间，当我们将精力集中到自我独特而个性化的小环境中时，
这场危机却正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一切，改变每一个人，远超病
毒的影响。我们需要时间来预测准备或重新组织健康、财富、教
育等日常生活的优先事项。

作为“社会调节和缓冲器”的非遗，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
难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国的非遗实践并没有因为疫情而
中断或停滞，相反，民众对于作为传统文化的非遗的需要，迫使
非遗在这样一种紧急状态的情势下转换了新的实践形式，继续
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化解身体健康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的一种
手段，持续为我们在建立社会连接、提供群体归属感和摆脱困
境的身心慰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讲好中国的民间故事讲好中国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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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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