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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叙事长诗艺术特点略论中国民间叙事长诗艺术特点略论
□□向柏松向柏松

从从《《大系大系》》叙事性作品中发现讲述规则叙事性作品中发现讲述规则
□□夏夏 敏敏

一般认为，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
作、口头流传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叙事作
品，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也有少量第一人称
叙事，具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
画，也称“故事歌”或“故事诗”。据此，本文将从
叙事、抒情、人物塑造等方面来分析民间叙事长
诗的艺术特点。

故事一波三折 情节环环相扣

民间叙事长诗大都要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
故事，故事情节多以主人公的曲折经历为线索单
线递进发展，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具有扣人心
弦、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如傣族的《召树屯》叙述王子召树屯与孔雀
仙女南诺娜的爱情纠葛，先叙两人一见钟情排除
阻挠结为夫妻，接着写召树屯忍痛告别南诺娜出
征，南诺娜受迫害飞走，召树屯历尽险阻终于找
到南诺娜，携妻返国成为贤明的君主。

又如傣族的《娥并与桑洛》叙述了一个近似
汉族梁祝悲剧的故事。桑洛出身富商之家，聪明
能干。为了逃避包办婚姻，桑洛外出经商。在古
老的猛根城遇上了美丽的姑娘娥并。她“比棉花
还要洁白，比云彩还要柔和，手指像竹笋，声音像
口弦”。两人一见面，就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震
撼。“像金色的藤，攀在一棵树上，扭得比丝线还
紧”。但是，桑洛的母亲嫌娥并家庭贫寒，反对这
门婚事。已有身孕的娥并远道赶来寻找桑洛，桑

洛的母亲借故支开儿子，用毒计将娥并赶走。娥
并在森林里生下孩子，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娥并
回到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闻讯赶来的桑洛只
看到娥并的最后一次微笑。他自己抽出长刀，自
刎倒在姑娘身边。长诗歌颂了桑洛为追求纯洁
的爱情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斗争精神，强
烈谴责了以桑洛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美好
爱情的残酷迫害，并用幻想的形式寄托了对男女
主人公灵魂的美好祝愿：两人的坟头上长出了根
根相连的芦苇，芦苇被桑洛母亲烧毁后，两颗星
从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升腾而起。一晨一昏照耀
人间，年年三月三，两颗星星便在天上相会，发出
耀眼而美丽的光芒。

民间叙事长诗常常出现与民间故事相似的
三叠式结构模式，即一个故事要经历三次或三次
以上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三叠式使故事情节跌
宕起伏、扣人心弦，也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抒发浓烈情感 多有抒情吟唱

民间叙事长诗多以歌唱形式流传，叙述曲折
悲欢离合故事，必带上歌者喜怒哀乐情感，这就
形成了叙事长诗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特点。

首先，民间叙事长诗的语言，既具叙事性，也
具抒情性；写景是情景交融，叙事是情事合一。
如傣族《娥并与桑洛》描写娥并的美丽，融入了歌
者浓浓的情感：

古老的猛根城啊，
有个美丽的姑娘，
比棉花还要洁白，
比云彩还要柔和。
手指像竹笋，
声音像口弦，
她会说会讲，
她的名字叫娥并。
园子里的菜，
韭菜长得最快，
猛根的姑娘，
数荷花样的娥并最漂亮。
这些充满激情的诗句，塑造了一个十分动人

的女性形象，这比纯客观叙述的效果要强很多。
其次，民间叙事长诗在结构上还安排有专门

抒情的部分，一是故事讲到动人之处，往往插入
一段抒情；二是长诗的开头往往设置一短小的序
曲，除了介绍环境、点题等作用外，主要作用是抒
情。由此可见，民间叙事长诗的结构并不是单纯

的叙事性结构，而是将叙事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
结构。如傣族《娥并与桑洛》叙述娥并与桑洛热
恋场面时，便插入一段抒情尽情地渲染那种爱的
浓烈和温馨：

爱情啊!像粉棚花一样发出芳香。
两对眼睛都为爱情发光。
……
说不完的话，
表不尽的情意，
好像深深的井水，舀不尽，打不干。
当叙述到娥并被桑洛母亲赶走，在森林里生

下的孩子没吃一口奶就死去时，便插入了一段娥
并的独白，抒发了人物强烈的悲愤情怀：

亲爱的桑洛啊!我们的爱情。
像一棵竹子，被劈成两半了!
连刚出土的竹笋，也被人铲掉。
汉族《崇阳双合莲》，还在叙事中插入一些抒

情小调，在情节的发展中抒发人物的喜怒哀乐之
情，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刘守华指出：

“《双合莲》的抒情色彩更浓。在叙述那一对青年
男女悲欢离合的遭遇中间，作者以‘十想’、‘十
望’、‘十送’、‘十叹’、‘十二月调’和‘五更调’等
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写主人公欢乐、热恋、哀愁与
悲愤的情绪，这些实际是穿插在叙事诗中的民歌
抒情小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在叙
事中穿插抒情小调的做法，在另外一些叙事长诗
中也能见到。

民间叙事长诗的“序歌”，往往表达了歌者对
所叙述故事的一种激情，营造出一种抒情的气
氛。如蒙古族《嘎达梅林》的序歌：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哪，不落辽河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

地。
以深沉、悲壮的吟唱开篇，把人们带到了那

血与火的年代。
又如维吾尔族《艾里甫与赛里姆》的序歌：
这首长歌流自我智慧的源泉，像夜莺的悲鸣

激荡在每人的心间。
我放开歌喉歌唱艾里甫与赛里姆，为忠诚的

恋人献上爱情的花环。
再如傣族《召树屯》的序歌开篇就赞美纯洁、

温馨的爱情，声言要将这首诗献给真正相爱的年
轻人：

我要用最诚的心，
描下他们的欢乐和痛苦；

让我的歌啊，像菩提绿树成荫。
让四面八方的鸟群，都停一停，
请会唱歌的糯托朗，绕着菩提树唱吟。
远方来的客人，带来他们的歌声；
各村各寨来的男女，带来他们的爱情。
常青的菩提啊，每片叶子都是有情人的心。
那蒙蒙的大雾啊，夜夜把他们来滋润。
这段序歌起到了烘托全诗抒情气氛、调动听

众感情的作用。民间叙事长诗用序歌之法，源于
古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该长诗开篇即用
序歌起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缠绵悱
恻，哀怨情感挥之不去，感人至深，所用之法遂成
传统。

刻画人物形象 多用诗歌方法

注重塑造人物形象是民间叙事长诗又一重
要特征。民间叙事长诗最引人注目和最具魅力
之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那些体现了民族精神
和民众美好理想追求的诗意般的人物形象。像
嘎达梅林、阿诗玛、黄黛琛、召树屯、仰阿莎、幺表
妹、娥并、桑洛等，都是具有永久魅力的人物形
象。民间叙事长诗更注重用诗歌的表现方法，如
比喻、夸张、衬托等，塑造优美动人的具有诗意的
人物形象。

民间叙事长诗多用民众熟悉的美好的事物
来构成比喻，用以刻画人物，使得人物形象更加
亲切可爱、优美动人。如《娥并与桑洛》用比喻描
写娥并的美貌：

娥并站在河里洗头，
像一朵初开的荷花。
手臂像两只象牙，
小鱼在她身边游来游去。
由此刻画出了一个清新自然、美丽动人的农

家女子形象。如苗族叙事诗《仰阿莎》，一连用9
个优美的比喻，描写女主人公的美丽，抒发了对
她的赞美之情：

头发油亮像丝线，面庞白嫩像茶花。
眉毛像瑙约，嘴唇像乜良
牙齿白如银，裙褶像菌褶，
裙脚像瓦檐，腰带花儿像鱼鳞。
身上的花衣哟，锦鸡的羽毛比不上。
运用大胆的夸张和侧面衬托的方法，往往使

长诗塑造的人物更加鲜明突出。如《娥并与桑
洛》写娥并的美丽；

街上的人看见她，想买东西的人忘了买东

西。
想卖东西的人忘了卖东西。
拿着秤杆的人，忘了把秤锤挂上，
吃饭的人放下碗，错把菜盘端起。
喝茶的人见了她，往碗里丢进了烟草。
抽烟的人见了她，烟叶掉了还不住地吸。
侧面描写人物肖像，深得民间诗歌艺术传统

的壸奥。此法可追溯至汉乐府《陌上桑》，该诗侧
面描写罗敷之美，撼人心弦，影响深远。

民间叙事长诗还擅长运用重叠复沓、一唱三
叹的表现手法来描写人物，使人物形象饱和着浓
浓的情感，具有强烈感染力。如《仰阿莎》叙述到
主人公被迫嫁给太阳时，就用反复咏唱的方法，
描写了途中与追求过她的蜜蜂、画眉、樱桃花相
遇时难分难舍的情景，表现了她的伤心和苦恼，
感情十分强烈。又如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
曼》写萨曼的英勇：

阿尔泰的雄鹰，只只都是那么威武，
最好的是那一只呵，人人都说是花鹰，
草原上有多少匹烈性的骏马，匹匹都是那么

凶猛。
最猛的是那一匹呵，人人都说是黑鬃马。
草原上有过多少次赛马，回回都是谁得胜，
人人都称赞他呵，牧羊人萨曼英雄。
萨曼是阿尔泰的青松，萨曼是草原上的花

鹰。
是他驯服了黑骏马，草原上的人都把他的名

字传诵。
在叙事过程中，略做停留，围绕一个场面、一

个人物、一个事件，从多侧面进行吟唱，具有强烈
的抒情效果，这也成为中国民间叙事长诗广泛采
用的一种叙事程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80
年代开始的“三套集成”搜集编纂工作之后，大量
的民间叙事长诗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
得以问世，为我国民间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光
彩。其中特别优秀的作品已广为人知，受到珍
爱。但是沧海遗珠，尚有不少民间叙事长诗未被
搜集起来，而且由于当时采录工具比较简陋等原
因，留下了不少缺憾。2018年开始实施的《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编纂项目，正在弥补这些缺憾，多
地的民间叙事长诗已纳入或正在纳入该工程的
实施项目中，在不久的将来，全国民间长诗荟萃
之作将以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状态呈现给世
人，并成为永久传世之作！

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三
套集成”和目前在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纪工程”，叙事类
作品是两项“工程”中文字量最为巨大、能产
性最强的部分。作为人类基本的表达方式，
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体裁都有叙事的成分。
除广义的故事（神话、传说、故事）外，有韵文
体的相当部分（如各类史诗、叙事性歌谣），韵
散、说唱结合的曲艺、小戏也以叙事为主要表
达方式。从各地汇集而来的民间叙事性文本
浩如烟海、林林总总，都带有方言性、民俗性
等各种地方性特征，加上地域的阻隔和时间
的间隔，其地方性叙事对文本的任何一个接
受者而言都会形成“陌生化”的接受情态，这
也是目前各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文本编纂
者在做文本注释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瓶颈。

随着越来越多的口头叙事性文本进入视
线，通过方言注释和民俗疏解，编纂者从浩如
烟海的文本中不难发现叙事是有类型的，是
有套路的，或者说叙事是有规则的。近一点
说，同类叙事性文本的不同人、不同时间、不
同状态下的讲述或演述，发生张冠李戴、枝节
错陈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有了相似
度较高的所谓“异文”（民间叫“版本”），但对
于异文而言，小异不过是传播过程中“万变”
对其“宗”的再度丰富；远一点说，同类叙事性
文本在远距离的异地出现，或长时间中断后
再现，变的样子或可能很大，也可能基本不
变，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是什么？学术
界通常给出两种解释。其一，传播造成了叙
事套路不变或少变，其二，近似的生活、耦合
的人性、接近的思维造成叙事的类型化或模
式化。

笔者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
福建卷》时，发现尽管方言差异、山河阻隔，却
并不妨碍故事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相似性讲
述。这种相似性或是传播所致，或是思维耦
合所致。闽东罗源县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说：
一个退休宰相狠心把顶撞自己的女儿嫁给一
个跛脚的人，做了“跛脚”人媳妇的相爷之女
派丈夫给母亲庆生，母亲捎两块“黄（金）砖”
让女婿带回，女婿嫌重就丢弃了，遭到妻子责
怪。“跛脚”说他在一荒岛上看到过许多这样
的金砖。因妻子待产，“跛脚”只身一人赴荒
岛搬“砖”，金砖搬回见到妻子已生下一子，人
财两获的夫妻拟以金砖建造大厝。“跛脚”试
图将其建得跟岳父的相爷府一样大，就跑到
府上用手丈量中柱，相爷知情后嘲笑他，事后

跛脚女婿造出规模与相府相同的大厝，请来
相爷夫妇吃酒席，相爷羞愧难当。闽南华安
县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靠自己建大厝》：员
外问女儿将来靠谁生活，女儿说靠自己，员外
嫌其口气大，遂将她嫁一穷汉，穷汉种地时每
天捡到一块黑金拿回家垫台阶、垫桌脚，妻子
认出是乌金砖，以其换银建起大厝。丁乃通
先生将这个故事归入923B型，其情节单元
是（1）一个高贵人家的少女与家长意见不
合，嫁给一个穷人家的男子；（2）她的丈夫从
来不懂得使用金银而把它当作石头对待，她
劝他不要那么做，他说深山里能找到大量的
这种东西，于是夫妻上山将宝贵金属带回家；
（3）致富的女婿使势利眼的丈人和亲属在宴
会上丢丑（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1986）。艾伯华将其归入 193 型“千金小
姐”，母题有（1）富人把口气大的女儿嫁给一
个穷人，（2）穷人变富，姑娘的话应验了（艾
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6）。艾伯华
列举的此类故事来源并不包括福建，说明不
同地域《跛脚娶亲》型故事与所有的穷人意外
获宝得福的故事走的是同一个叙事线路。

在我看来，一个有心的叙事文本编纂者
所要做的工作，并非仅仅是将故事按照《大
系》体例给出的分类笼而统之将本地叙事类
作品统在一起、疏通字句、注疑释难了事，他
应该是叙事规则的发现者和总结者。哪怕故
事编纂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寻求叙事性
文本的程式或套路，至少要把同类作品相似
性的地方记录下来。面对大量的叙事性口头
文本，求异与求同不可偏废。民间文学作为
口述文化现象，它的创作和接受，要按文化表
述的固有轨迹进行。其实，文化就是表述本
身，表述有地域性的差别，也有跨地域的共
性。二者都需要得到关注。维柯在其《新科
学》中说：“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
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所谓

“天同此意，人同此心”，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
从他者的表述中获得共鸣，是因为自己的内
心深处也潜藏着一个类似的
表述套路。叙事类口头作品
的跨地域雷同，其实是人类
表述行为中的世界性现象。
所有表述的程式化，就像暗
含在人类故事编纂中的一个
基因和密码，在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不同表达方式中，总
是存在着“彼此互有”的相似

性表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出征”和
《奥德修斯》的“回家”，我们也可以从藏族史
诗《格萨尔》的“征战”与“胜还”中看到相似的
叙事；东方的读者之所以能被“灰姑娘”型欧
洲童话所感动，不仅因为全世界的老百姓都
有同情弱者的恻隐之心，也因为东方的故事
创造者在其讲述中同样会让贫穷的女孩得到
幸福生活，从而在内心深处补偿日常生活中
的缺憾与不幸。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灰姑娘”叶限的故事，
广西壮族有一系列的“灰姑娘”型民间故事，
叙事套路与欧洲“灰姑娘”型童话大同小异。
世间不同叙事中的规则和套路的发现，促成
了叙事性作品类型学、母题学、符号学研究的
繁盛。

神话、传说、故事的程式化、格式化、雷同
性讲述是非常明显的，便于《大系》的编纂者
从中及时总结出叙事规则，找到同类作品的
分布点，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将三者
放在一起探求故事类型即出于此种原因。笔
者在编纂《大系》福建传说卷时发现，厦门集
美区的杏滨、灌口、后溪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
节：某贫穷青年经风水先生指点到风水好的
地方放养鸭子，鸭子吃了田螺而生双黄蛋，他
将双黄蛋变卖致富而盖起大厝；无独有偶，福
建漳州南靖的田螺坑人讲述本地最早的方形
土楼“步云楼”来历的时候，也有类似情节。
闽北武夷山“大红袍”、建阳“水仙茶”、闽东宁
德“绿雪芽”等名茶都有用茶叶治病而扬名的
类似情节；闽东北寿宁和闽南漳州都有用蛇
酒治愈妻子而扬名的故事。《大系》的编纂者，
必须有及时发现叙事性作品讲述规则与套路
的眼光，这样才能使自己从烦琐的故事整理
者，变成故事讲述规律的发现者，才能通过编
纂成果告诉世人本地叙事性口述作品的讲述
特点，也告诉世人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不同地
域的人都会有创作和接受这些作品的相似思
路，这是本地民间叙事也可以被他者广为接
受的前提。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主要是劳动人
民）在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里口头创作、流传、传播
和共享，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思想感情和艺术情趣的
语言艺术，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民间歌
谣、民间叙事长诗、民间小戏、民间说唱、民间谚语、
谜语、曲艺等。其基本特征是口头性、集体性、变异
性、传承性和直接的人民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
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并将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纳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实施项目。

笔者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广西卷》的
编纂负责人，在收集该省（区）传说文本资料过程中，
发现部分作品（资料）创作的成分过多，已超出口头
性这个原则，也不符合民间文学集体性和直接人民
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篇幅太长。一篇传说，
洋洋洒洒七八千字，甚至上万字，一看就不是那种短
小精悍的口头作品。除了根据民间传说内容加工成
为表演艺术品外，口述者不可能对着采录者讲述那
么长的故事。根据笔者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采录和
田野考察经历体会，一般来说，能够讲述和整理出
3000左右的文字就已足够了。二是故事情节方面，
一些传说作品中心理活动状况和细节描写太多，还
有许多相关的背景、风景，描绘得没完没了，脱离了
民间讲述者那种开门见山、干脆利索的精神。三是
使用的长句、复句太多，常用书面语，而不是普通百
姓常用的语句。四是用词方面，发现许多生僻、深奥
的词语，给百姓阅读或听吟带来障碍。一般来说，民
间文学的语言是质朴平易、形象生动、亲切感人的，
而不是那种隐晦曲折的。

还有些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缺少鼓舞人上进
的精神，中心不够突出，主题不够鲜明。当然这属于
个别少数情况。

上述这些文字比较冗长，“民间文学”作品搜集
整理者，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学习民间文学以及田野
采风调查的相关知识，而不能在采录和整理过程中，
有意无意地任意增加主观想象的成分。还有些搜集
整理者的目的并不是保存、保留民间文学作品，而是
想从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敞开
自己的创作思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需要
明确，实施大系出版工程是要让后世看到祖先前辈
在特殊年代、特殊岁月，以特殊形式和方法创作的口
头文学作品，从而领略我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提
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
承性，其实都只是民间文学表现形式和流传方式等
方面的特征，然而民间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
当属民间文学的直接人民性。

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先生提出民间文学的直接
人民性，就是民间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他
指出：“劳动人民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力量，他们的创作直接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
想。”（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1月版第6页）他还列举了一些民间歌谣作
品，进一步阐述了民间文学直接表现人民思想感情
的进步性。其次，在题材的选用方面，要选取民间文

学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记载劳动人民历史活
动的题材。同时，在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
用方面，也必须具有劳动人民的风格和特色。不具
备这方面风格和特色的作品，就不能算作优秀的民
间文学作品。

大系出版工程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推动优秀民间文学传承发展和知识普及为任
务，以广大人民群众、青少年和中国民间文学爱好
者为对象，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收集、整
理、出版无愧于伟大民族和伟大时代的优秀民间文
学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激活资源，服务当
代。这也凸显了民间文学的直接人民性在思想内容
方面的特征。

不言而喻，人们创作某一件作品，自然有其创作
的目的和用意，即率先考虑其思想内容，进而考虑其
形式和表现方法。至于阅读和欣赏某一作品，则是
从众多表象，诸如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和流传方式等
方面着眼，故民间文学前辈学者根据这些表象所体
现的特色，将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认定
为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众多民间文学教科书皆如
此论之。如今我们编纂“大系”文本，必须两方面兼
顾，既要考虑其思想内容，又要考虑其创作手法、表
现形式、流传方式等，以求总体上保持民间文学基本
特色，供世人学习和借鉴。

思想内容方面的选择，如神话、传说、生活故事
及笑话、童话、寓言等，须将那些内容颓废、缺乏人民
性的作品拒之门外。对于思想内容健康、符合类别
的初选作品，若存在文字冗长、今人创作成分较多、
文人语气浓重的现象，编辑人员应对其做二次整理，
进一步规范化。这里又涉及署名问题，原先搜集整
理者的名字保留不变，加上二次整理者的姓名，让读
者一目了然，也避免产生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