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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3日至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区举行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神话/传说·
黑龙江卷》的审稿会，对黑龙江省传说卷中存在的
分类问题、风物传说的内容选择标准、传说的附录
和附记问题等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五年来，笔者
先后参加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卷本审稿主要来
自华中和华北7省，各省市的传说卷本在分类上多
各有偏重，能充分彰显各地文化特性，在思想意识
和文化观念上记录着历史上曾经发出的多元声
音。鉴于此前大系出版工程“传说组”专家对传说
的分类和概念问题已有较多阐述，在此，笔者不揣
浅陋，根据此前审稿过程中的记录与思考，主要就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在编纂内容的选择、
已编纂传说在故事类型上呈现的“一说多地”现象
和传说审阅是否应该尊重民间思想的历史回响问
题进行简述。

民间传说编纂中的内容选择

作为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事件、风物、习俗进
行描述或解说的口传文本，民间传说的流传往往
具有时效性，即随着时间流逝，人物、事件、风俗及
山川地理的变迁往往也会反映在传说的变迁中，
陈新之间更迭不辍，选择在什么时段流传的什么
传说，是民间传说收录的基本问题。传说卷在编纂
体例的说明中已经明确，“鉴于民间传说口耳相
传、不断变化的特点，本大系所收民间传说作品时
间上不设上下限”，但目前笔者所审读的各卷本
中，21世纪以来新采录作品极少，传说收录的内容
可选择的对象特点是：材料来源明确，但体量较
大；各省市分卷多元展现传说的地域文化特性，如
张家口分卷中风物传说数量极大，而人物传说极
少，黑龙江卷各类传说体量均独立成卷，而风物传
说又更甚。

传说卷的编纂体例说明中已经提出：“鉴于当
今各地出于各种目的大量新编地方传说的普遍现
象，建议尽量收录‘三套集成’以及此前的各种记录
文本，对于新采录者要严格甄选，特别杜绝当地文
化人个人编撰尚无流传的最新宣传作品。”可能正
是有鉴于此，其各分卷本的材料来源主体是20世
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的成果，
但当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卷本中只能有
限收录并公开出版部分最具代表性的传说，浩如烟
海的丰富传说只能屈身于各县市的内部资料之中。
此次正可以给予这些“足不出户”的“闺秀”们一展
风采的机会。王尧曾指出大系出版工程中，21世纪
以来从事景区传说编创的作品进入到传说编纂中，
因此需要“辨析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这是民间
传说采录中的新问题，而“三套集成”的采录中还有
遗留问题也同样影响到此次编纂：一部分来自以上
资料库而被视为民间传说的文本并非景区传说，而
是文人文学文本，因此不能在继承遗产精华的同时
也承继其中的非口传文本。

如何辨识此类新编传说以防误入《大系》卷
本？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步：辨出处；审内容；看语

言；查作者。被当作民间传说辑录的，多在内部资
料或以往题为“民间文学”或“民间传说”的个人文
学作品集中留存，其内容篇幅长、情节曲折，多用
半方言半书面语且刻意用韵。20世纪的民间文学
采录中讲述者多有佚名，但新编传说的讲述者与
搜集整理者多同为一人，他们又多是当时当地民
间文学采录工作的佼佼者，同时兼为文学创作者，
常有多篇同类作品发表于当地文学期刊或在个人
作品集中出版。从以上诸方面严格辨析，即可厘清
新编传说与民间传说之别。

“三套集成”中传说的搜集时间主要集中在
1980年-1999年之间，本次审读的少数卷本增补
了21世纪以来新搜录的传说内容，如《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传说·河北廊坊卷》中就较多收录了近
20年来新采录的作品。新采录文本多从内容上呼
应了20世纪流传并被搜集的传说，反映出近半个
世纪以来民间传说在流传区域与流传内容等方面
的稳定性，同时还有新事象的出现：部分网络流传
的传说文本也被采录入大系。鉴于网络民间文学
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风物传说类作品多在民间口
头流传的同时也在网络上传播，网民作为知识共
享群体，在地区知识传播的有效性、传承的需求、
传播的速度和广泛程度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故
可考虑根据网络流传时间、被阅读和转发的频率
等因素而对此类传说适当进行采录，既符合民间
传说采录的一般性要求，也能够反映当代传说流
传的真实面貌。

民间传说的“空间联动”

传说是某一民众集团对本地区历史和文化的
集体性认知和记忆，通常能够提升地方文化的影
响力，为享有这一民间传说资源的人群带来现实
利益、社会网络或身份认同。陈泳超指出：“传说在
社会中的实际存在，首要的不是文学性，而是实用
性，它跟所有话语一样，带有强弱不等的权力属
性，无论对集团内还是集团外来说，人们至少在身
份定位乃至提升方面，时常会求助于地方传说。”
因此，作为民间自我表达和社会交流话语体系的
传说，往往在讲述者与听众之间形成一种地方知
识共享的地域认同感。但是随着《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传说卷》的陆续完成，传说的“地方性”特性将
会有新内涵被赋予其中：“文官传说”“秃尾巴老
李”“赶刘秀”“赶罕王”等一大批情节上有极大相
似性、情感上有极大认同性、信仰上有极大普遍性
的传说往往不止于一省一市，而是跨越广阔的空
间，形成一种如同民间故事类型一样的“空间联
动”。如在历史人物努尔哈赤的传说中，有关小罕
王脚掌七颗星、被崇祯皇帝追杀而不断逃亡的稳
定情节，有以之解释满族为何要供奉佛头妈妈的
传说。有着极强相似性的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说在
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地都有流传，形成了传
说的“一说多地”特性。开展之初特别强调“一物多
说”情况的收录，而“一说多地”则是现阶段传说卷
突显出的传说特性，极大地扩展了“地方性”的地
域涵盖范围。

传说的“一说多地”能够鲜明地彰显出人口迁
徙、文化融合、民族聚居等社会变迁在民间文化中
的痕迹。2018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中国秃
尾巴老李传说学术研讨会”对主要流传在华北、东
北地区的同型传说进行了研讨，正是通过对传说
的“一说多地”现象的研讨来推动传说学的研究。
如同故事学的类型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路径、研究

范式和阐释方法一样，民间传说也需要更多的专
项研讨，而必然会加大传说“一说多地”情况的发
现，从而为传说学的学术研讨实现规模化、连续
性、跨区域调查实践研究提供更多的文本支撑与
资源保障。

民间传说的历史回响

河北张家口流传的张角兄弟黄巾军起义、山
西流传的刘关张结义传说都反映了与正史或当代
历史重述中完全不同的人物褒贬态度，而在武大
郎、陈友谅、黄巢和郭威等人物传说的收录中，从
讲述者到采录者都寄寓了浓郁的“家乡人”“护短”
心理。因此，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往往与文人编
创的戏曲、小说、历史演义或正史中的帝王将相在
内容上大相径庭，形象上迥然相异。

民间传说历来以其“信实性”而得到不同学科
研究者的重视，如顾颉刚、徐旭生等史学家均曾以
传说为历史研究之佐证。历史地看民间传说的“信
实性”，尊重讲述人和听众信以为真的态度，尤其
是在收录中需要尊重民间传说中具有价值判断、
道德评价争议的文本。这些传说就其地域性和历
史性而言，仅仅是一种主观性判断，对于研究某一
历史时期民众的历史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及其所
处社会历史环境中传说的真实生存状况等都有着
重要价值。

因此，要尊重讲述人的讲述内容、尊重田野伦
理，也要允许民众多元化的历史心声回响在当代
社会，这类蕴含民众的心理真实，尤其是“吾乡吾
民吾风物”的历史情感带来的当代价值认知差异，
不应该简单粗暴地以“价值观有问题”而一棒子打
死，将之拒之于《大系》门外。

编纂问题的一点补遗

传说卷的编纂体例中明确要求“因为民间传
说的地方性特点，故于每则传说之后，都须附有对
所涉之人、物以及风俗的简要介绍，尤其是风俗，
要尽量细致入微，使人知其全貌。对重要的传说对
象须附加图片”。就目前所审卷本的编纂情况来
看，一般历史人物传说、风俗传说均以附记或脚注
的形式进行了较细致、全面的介绍，但图片内容还
需扩充。

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黑龙江卷（三）》
为例，该卷主要为地方风物传说中的山川河流传
说，由于地形地貌的相似性，该卷中收录了大量对
某江河、山川地形地貌特殊形态来历进行解释的
传说，不但有“一物多说”，还有“一说多物”的情
况，但是由于缺少相关图片的编纂，大量同母题甚
至同类型传说的收录在文字上就表现为易被误解
的“单调”的重复。

将当代民间传说置于历史长河，随着时代变
迁，很多风物都在不断发生迁移、变化，口头传说
必然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没有相关图像的呈现，那
么今天所搜集、留存下的民间传说中山川、风物等
就难以给人鲜活、生动的立体感受。在航拍技术、
数码摄录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的当下，尤其是图像
叙事学已经在大文学史的研究中有较大推进的情
况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中相关类别也
需要推进图片附加工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
传说”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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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的内容选择、“一说多地”与历史回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编纂方法与多元价值

□李丽丹

黑龙江是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大省，这里生活着满族、朝鲜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鄂温克族

等世居民族，其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文学资源富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黑龙江卷》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将有关专家撰写的专题性文章予以刊发。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一项国家文化保护大型工程。民
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
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从其定义看，其本质是故事，但
是学界人为将其从民间故事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民间文学文体，其有
别于民间故事的便是它具有真实性，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风物、
风俗、古迹、古物等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是中国民间文学
的重要类型，就其主题和内容看，既具有地方属性，也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凝聚和体现，内涵丰富，思想性强，其优秀性表现在它蕴含的先
进的思想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上，挖掘整理其优秀性是大系出版
工程的重要旨趣。

民间传说具有地域性

民间传说是基于当地社会、地理所进行的创作，每一个传说都是
对所在地域人文社会和自然地理的反映。民间传说承载着当地的历
史记忆，在区域历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民间传说首先具
有补史的作用，能够解释历史源起、名称来源、发展脉络。所以我们看
到，黑龙江人民的奋斗史，反抗封建剥削、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史在
民间传说中都有体现。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柯尔克孜
等黑龙江世居民族有语言没文字，很多传说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靠
口述一代代传承自己的历史。其次，民间传说也具有证史的作用，能
够纠正错误的历史认知。如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有多
种说法，笔者根据流传于柯尔克孜族的传说认为，他们只能是乾隆二
十二年（1757年）迁入的，来源地是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区。

民间传说反映当地风俗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域均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创造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传说解释了每一个风俗
习惯的来历、名称的意义和活动内涵，它不仅告诉你风俗是什么，而
且告诉你为什么。读民间传说，既能了解风俗习惯，也能了解各种风
俗习惯的内涵，更能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民间传说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民间传说都是在当地自然
环境内展开叙事的。所以，民间传说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环境知识，
自然环境也因为有了这些人文色彩而具有可读性：《阿骨打认草》中
有许多植物名称和功用的介绍；《风刮卜奎》中总结了齐齐哈尔一带
的天气特点是“连日雨朦胧，必定起狂风”“风三风三，一刮就是三
天”；《会宁府和四根金蜡烛》教人们看雾识天气：“要是东团的雾气像
火苗似的往上拔尖，准是个晴天；要是雾气平塌塌的，不像火苗似的

往上拔尖，准是个阴天；要有雾气
再带黑色，准是得下雨。”民间传
说反映当地人文景观，人文景观
是人的创作，反过来又成为人的
背景和活动场域，所以其内涵丰
富，传说解读了他们的来历、内涵
以及人赋予其中的各种知识和智
慧。传说中有生产技能：《阿骨打
献鱼》中有关于冬季凿冰捕鱼的
方法和技巧的介绍；《鲁班拜师》
通过师徒的对话，便知道木匠的
基本知识和必须掌握的技能；《葛
成隆起义》教人们如何相马，“前
身高不用挑，脖腔短不瘸就是点，
孤蹄雁膀不发家，有钱难买鹊雀
花”；《大马哈鱼的传说》告诉人们
如何吃大马哈鱼，“春吃头，冬吃
尾，夏秋时，籽味美”。传说中包含
大量的东北方言、土语、俗语，“扯
着耳朵擤鼻涕——有劲儿使不
上”“猴子井里捞月亮——枉费心
机”“木匠戴枷锁——自作自受”

“老太太穿毡袜——毛脚了”等歇
后语的使用使得传说叙事生动、
诙谐。采金人的行业暗语是，管盆
子叫金缸子、斧子叫开山子、掉了

头叫“出山”，见面只要说一句：“发财发财，大馒头拿过来！”到哪个金厂都可以白吃白喝。市
场交易暗语也很丰富，“小二姐扑蚂蚱”是五两五、“小寡妇上坟”是七两七、“包子凉了另上
笼”是六两六。

传说具有扩布性。黑龙江流传着大量输入性的非本土类传说，这是各地各民族交往交流
的结果。但是这些传说传入本地有在地化趋势，在地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传说用东北话讲
述，传说中出现的“那咱儿”（那时候）、“溜静”（没了）、“绕轰”（转动）、“锛儿搂”（额头）都是东
北话。在地化表现之二是，以黑龙江自然和社会环境为叙事背景。在地化表现之三是，非本土
类传说融进了黑龙江历史发展脉络中，传说故事中出现了康熙、乾隆游依兰的叙事，而历史
实际是康熙、乾隆从来没有来过黑龙江地区。

所以，传说就其本质而言是地方性的。读传说就是阅读地方历史和文化，读传说就是了
解当地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和风俗习惯的过程。

民间传说体现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黑龙江民间传说尽管是地方文化的产物，但是都将自己自觉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
家庭中，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我们看到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名医名匠
都成为黑龙江传说的题材。虽然黑龙江地处边疆一隅、民族众多，但是黑龙江民间传说承载
着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理念、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反映中华民族对理想
人格的角色期待，这就是爱国、爱家、正直、真诚、和谐、智慧、机智、勇敢、顽强。

黑龙江民间传说倡导孝道和勤劳，认为做人“一是要孝敬老人，二是要勤劳，这是做人
的本分”。孝道是我们中国人崇尚的美德，是每个儿女必备的素质，黑龙江民间传说的主题
就是要尊敬父母、老人，对长辈尽孝道。传说中大力宣扬艰苦奋斗精神，认为成功必须做到
两点：一是做好事做善事，这样才能获得机会；二是必须奋斗，无论是金兀术学艺，还是孙
思邈得到千金方，抑或是鲁班到黄石山学艺，都是越过一道道山、跨过一条条河、战胜一个
个艰难险阻，最后才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民间传说主张人要积德行善。扬善抑恶、维护正义是传说故事承载的主要思想理念，《鬼
谷子出世和行医》教导人们要“多为穷苦人着想，要半积功德半齐身”。在传说中，好人受到颂
扬，坏人遭到鞭挞。满族始祖老罕王努尔哈赤因其勇敢、机智，包拯因其清正廉洁、刚直不阿，
鬼谷子因其为穷苦人免费治病等，他们得到尊敬和爱戴。吴俊升作为黑龙江地方官贪赃枉
法、为害一方而以“吴大舌头”的外号称之，极尽丑化。在人和人交往中反对冤冤相报，甘罗和
宋江的母亲发誓一旦儿子当了皇帝便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最后毁了儿子的前程。
传说主张人和人之间要重情重义，传说中有诗云：“劝君别交无义友，狼心狗肺不久长。”传说
要求人们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诚实守信是黑龙江民间传说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鲁班拜师》要求做人做事心中有杆尺，
“尺是匠人的规矩，小则可以丈量步之长短、物之宽窄，大则可量人心之曲直。”“把它带在身
边，经常用它量一量自己心是曲是直。”《公冶长懂百鸟语》的主题就是人要信守诺言。传说主
张商业贸易中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把棍大人》认为：“秤平、斗满、尺足，这是你们买卖人
的本分。”做人要留下好名声，名声比金钱还重要，鲁班说：“金银有用完的时候，人的名字留
下千秋万代。”

传说中被大众共同认可的主流思想和观念，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引领和模塑作用。
故事家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观点鲜明、爱憎分明，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对公序良
俗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稳定、道德情操的养成都有固化和建设作用。传说的这种教育不是耳
提面命，而是耳濡目染。较之课堂教育，民间传说的这种教育效果更佳。中华民族的精神、品
德，经过民间传说而得以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史事传说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情感纽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坚实的历史基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讲好现代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传统中国
故事，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泽子孙。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
委员会“民间传说”专家组成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黑龙江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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