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责任编辑：许 莹 王锦强（特邀） 2023年9月27日 星期三艺 谭

文 艺 报
中国民协

合办

传说，是介于神话和故事之间的一类民间文学作
品，具有信实性、附着性和地方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民
间传说，是这个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具有传承民族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各民族传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四川是一个多民
族大省，除汉族外，还有彝、藏、羌、苗、回、蒙古、土家、
傈僳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羌族聚居区和第二大的藏族聚居区。四川各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并较好
地保留了自己民族古老的、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充
满传奇色彩的各类民间传说，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颗
明珠，是保存他们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的重要载体。四
川少数民族传说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包括了《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传说卷编纂体例”中
列出的全部类型。

川西北高原地区和川西南高山地区，自古就是汉、
藏、彝、羌、苗等多民族共生互动、交融凝聚的区域。所
以，各族民间传说之间存在大量的借鉴痕迹。不少传
说明显是从汉族文化流传进来后被重新加工形成的，
从而出现了许多大同小异或有同有异的“民族版
本”。像鲁班的传说，在苗族、傈僳族、土家族中均有
流传，充分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彼此交融和影响。当
然，这些传说在进入某一民族后，又形成了自己鲜明
的民族特色。如采录于宝兴县的藏族传说《穆坪能人
朱洪武》，直接将朱元璋的出生地、族别都纳入本土、本
民族之中。

同一传说传入不同民族后形成同中有异的民族版
本，充分体现出四川各民族自古以来互动交往、繁荣共
生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显示出四川各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融合变异，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反映
了四川地区古老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充分表现民族精神的人物传说。四川少数民族的
人物传说，无不彰显着该民族的民族精神。

彝族生活在高山、深谷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奴隶
社会制的封闭状态中。艰苦的环境和奴隶制的桎梏，一
方面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彝族人民
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韧的奋斗精神。彝族人物传说中
的主人公们多是强者和智者，他们或出生不凡，或力大
无穷，或智慧过人，虽历经千难万险却总是勇往直前。
《施纳威特寻父买父》，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从母系制向
父系制过渡阶段的社会变迁。施纳威特家自来生子不
见父，他决心去“寻父买父”，在历经坎坷后，最终实现了
人世间一妻配一夫、生子能见父。毕阿史拉则找水、救
人、过河、擒虎、收拾黑熊、创造并传播文字等一系列传

说，把一位聪明智慧、法力无边的彝族先贤塑造得栩栩
如生。其他如惹底索夫、罕亦跌古等人物传说，均从不
同侧面表现出彝族人民藐视神灵、驯服万物、战胜自然
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

格萨尔是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传说在甘孜、
阿坝、凉山三州藏区广泛流传。传说讲述了格萨尔从出
生成长、娶妻成家到降妖除魔的神异事迹及种种功绩，
充分表达了藏族人民勇敢顽强、英勇善战、抑强扶弱、保
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达里仁扎勇杀英军》讲述的是一百
多年前一支英军入侵西藏时，来自四川木里县的青年喇
嘛达里仁扎勇杀英军，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反映了藏
族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藏族宗教人物传说数量
众多，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们，或传播科技，或修桥建
房，或乐善好施，对藏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
贡献。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传说，既表达了藏族人民
对其促进藏汉和平交往功绩的由衷赞颂，更表明了“汉
藏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

羌族传说中的历史人物，首推治水英雄大禹。大禹
被羌族人视为民族英雄，在羌族地区留下了大量传说，
讲述了他导江背岭、镇龙降魔等等事迹，歌颂了他公而
忘私、英勇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全面展现地域特点的风物传说。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山川地貌、多姿多彩的风土民情和
独具特色的工艺特产，为风物传说的创造和传播奠定了
深厚基础。各族劳动人民在农耕、放牧和狩猎中，运用
富于幻想的手法，把身旁的自然物或人工物加以历史
化、拟人化，创作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风物传说。

在山川传说中，既有闻名遐迩的金沙江、四姑娘山、
九顶山等名山大川的传说，也有沙马甲谷水洞、萝卜寨
等区域性地方传说。这些传说，无不将神奇故事的发生
过程紧紧附着于当地的山川河流，给人以极高的可信
度。《四姑娘山的来历》讲述了四位善良的姑娘化作山峰
后还常常帮助山脚下的穷苦老百姓，保佑他们无灾无
病、风调雨顺的故事；《九顶山的来历》说九顶山是西王
母的九个女儿来到人间除魔，为了顶住妖魔吹出的冷风
而站成一排变成的。

各民族的动植物传说，往往与该民族居住环境中的
生物种类及习性紧密相连。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理
解，对动植物的来历及其习性在传说中做出了带有明显
感情色彩的阐释，借传说惩治和鞭笞坏人，同情和颂扬
好人。在彝、藏、羌、傈僳等民族动物传说中，关于狗的
传说比较多，充分体现了人、狗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
民族长期居住在高山地区，周边生存着诸多野生动物，
它们既对人们造成生命威胁又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人、狗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长期生活中的双向选择。青稞

作为藏族地区独特的、主要的粮食作物，相关传说讲述
了青稞的来之不易，启示人们要爱惜粮食、感恩天地自
然的馈赠。

节日风俗传说中，彝族火把节的相关传说流传极其
广泛，《火把节的来历》等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解释了
火把节的来历和相关习俗形成的原因，贯穿了人能胜
天、人能胜神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与彝族邻
近的白、傈僳等民族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也都流传着
火把节的传说。这些传说，既体现出不同民族火把节的
地域特点和民族特征，也体现出各民族间民俗文化的彼
此影响和相互交融。

真实反映民族记忆的历史传说。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有关历史事件和文化记忆方
面的传说中带着浓厚的原始色彩，甚至还保留了不少原
始氏族的痕迹，可以从中找到人类氏族社会末期的历史
影子和线索。

像彝族历史传说中，便有关于祖先大迁移的传说，
讲述彝族远祖古侯、曲涅带着族人，历经艰辛，辗转来到
了今天的大小凉山一带。三国时期蜀国孔明军队与以
勒格诗惹为首领的彝族部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系列传
说，在凉山彝族地区广泛流传，是彝族人民独特的“三国
记忆”。这个系列传说结合当地风物，涉及的内容极广，
既显示出诸葛亮的超人智慧，也反映了彝族部落首领的
勇敢质朴，更拉开了彝、汉民族团结的古老序曲。

藏族传说《乾隆王打金川》，是附着在历史事件上的
传说。作品除对乾隆派军队攻打金川这一历史事件进
行“民间叙述”外，还对现在金川县的少数民族大多数住
在高山半山、汉族住在沿河一带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
释。羌族关于文化记忆方面的传说不少，《羌族为什么
迁来四川》中说，羌族是从西北黄河流域一带迁来的，作
品既说明了羌族后来没有文字的原因，也反映了羌族自
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值得一提的是，《羌人远
征抗夷》讲述了鸦片战争时期一支羌族队伍远赴东南沿
海抗击夷人侵略的故事，充分反映了羌族人民热爱家
乡、保卫祖国的家国情怀。

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经过了四川彝、藏、羌、傈
僳等民族地区。后来，《彝海结盟》《徐向前在崇化》《阿
牙玛莫二看红军》等传说在这些地方的民众中产生并传
播开来。这些传说虽不是信史，却以信史为基础，是当
时红军队伍团结广大人民真实斗争和真实生活的折射
与反映，生动诠释了红军为民谋幸福、各族人民一家亲
的理念和民族政策，讲述了各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
帮助。

（作者系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馆员，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四川卷·民族分卷》主编）

传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及表现的民族精神传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及表现的民族精神
□李建中

抒情从来是歌谣的首要特征。道理看似浅显，歌谣
的抒情性却常因其“理所当然”而被研究者忽略。学者们
通常关注歌谣的语言形式、历史文化语境、传唱内容及
主题，而对于抒情的动机、情感的浓度、抒情特征与价
值，却少有人关注。其实，歌谣是为达到抒情的目的而存
在的，人们通过抒情来缓解压力，转移注意，歌谣的演绎
能够起到文学治疗的作用。《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谣
情感抒发的特点，即使到了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

“谣”而“歌”的特点不变。原因很简单，歌谣是用来抒情
的，抒情特征从来没有褪色。

我曾做过一个线上调查，“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在线歌
曲？”选项中“民间歌谣的现代改编”获得了73%的最高占
比。这至少说明，现代生活中人们排遣郁闷、打发时间、抒
发情感、休闲娱乐的歌唱，最看好的还是辨识度较高的传
统歌谣。我在整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福建卷》的
时候，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歌谣之所以能被不断传
唱、演绎，主要在于它的抒情功能。但是抒情是讲究传统
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群体，都有各自特定的抒情
方式和习惯，或者说有各自的抒情传统。歌谣传承时，抒
情传统需要被特别尊重。2022年底我前往观赏某县文联
举办的童谣演出，原本只是念念有词的“谣”，到了舞台上
都被谱上曲子来演唱，改编者说是为了传承方便，也是体
现“创新”，这样做却违背了歌谣在本地的抒情传统，老百
姓并不认可。座席一侧的一位长者称这些歌谣唱出来虽
是新变，但不合本地歌谣“只念不唱”的传统。

歌谣是诗的先声。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这四种诗的功能，其实就是歌谣的情感抒发
功能。调动人的情绪、维系同仁情谊、批评针砭时弊，皆由
歌谣唱诵和传播者的情感力量来推动。《诗经》以“风”指
涉歌谣，有了“风闻”，必有“跟风”。歌谣之所以喜闻乐见，

皆因其群体投入的抒情功能。前几年，在许多外出务工的
农村青年群体中生出一种致力于复兴“家乡”方言的演唱
行为。同一个地域群体或方言群体，用其共有的“歌谣”来
温暖彼此、唤醒乡土记忆并实现族群认同，是抒情传统的
魅力之所在。同唱一首乡土的歌，也是对文化区域性、丰
富性、多样性的“抒情性维护”。同样的方言歌谣，让同样
在外打拼的家乡人找到了抱团取暖的“知音”。这些方言
抒情，既是传承的，也是创新的。

这种传承，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的传承与延伸；这
种创新，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以新的媒介（如歌友微信
群、自发组织的电声乐队）用家乡话演述打工地新的生活
内容。例如广东五条人乐队用海丰话创作的《道山靓仔》
等歌曲受到广东内外潮汕话群体的热情追捧；广东九连
真人乐队的客家话歌曲《凡人歌》《莫欺少年穷》等也唱出
了海丰客家同乡的乡情。舞台上下的歌谣群体性唱诵，实
现了“共情”。

我们在《大系》编纂过程中关注到一些乡土文人甚
至还会主动搜集歌谣、记录歌词、灌制唱片、带徒授艺，
来体现他们对本土歌谣的钟情。类似做法由来已久。清
末民初，福建霞浦白露坑人畲族歌王钟学吉曾在霞浦开
设过山民会馆，成为畲歌歌本汇集与传播的重要场所，
类似于今天的民间歌谣传习中心。钟学吉不仅编写了数
百首小说歌（如《末朝纲》《九节金龙鞭》等），而且自觉整
理了大量畲族民间歌谣。如果缺失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
认同和对本民族抒情传统的无限珍爱，他就不会有这种
存续歌谣文化遗产的远见卓识。

说到歌谣群体性的抒情传统，必然要追溯歌谣的源
与流。歌谣中最早的抒情表达或与仪式有关。人们借助
抒情以调和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用仪式里的抒情抚
慰日常焦虑与不安。《诗经》专辟“颂”诗，意在强调抒情
的仪式功能：“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

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周颂·丰年》）。
这种去日常的仪式抒情，说明抒情（咏诗）曾经是人从世
俗“分离”出来进入人神相交的“阈限”期集体约定的一
种职责与义务，献上抒情（赞美）和祭品（酒醴）以表达对
神赐丰年的喜悦和对荒年不安的抵御，说明仪式抒情曾
是人神关系的一种调和。回到日常后，人把抒情用在人
与人之间，其目的仍不脱抒情的符号建构性质。由此，可
将歌谣的抒情传统区分为民间生活中的世俗抒情（如情
歌、号子）和仪式抒情。其间没有截然的边界，只要生活
需要它们，抒情就开始了。

与文人诗相比，歌谣的抒情是最不拘套路的。歌谣的
抒情者和抒情的接受者更在乎“即兴”中非同寻常的新鲜
表达，每一次抒情，都是符号的重新洗牌和建构。

哥是山中千年树，/妹是山中万年藤。/树死藤生缠
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闽西客家民歌）

四个句子的语词平常不过，不可能像王安石那样在
“绿”的觅取上咬文嚼字，但经类似于“文字游戏”般的排
列组合（“树死藤生”“藤死树生”）后，这首民歌体现出来
的“诗性智慧”，却让人感受到抒情符号有序化“建构”的
无穷魅力。

《大系》的编纂，为我们重新审视歌谣抒情传统提供了
极其宝贵的契机，也为诗学理论的再反思提供了更多可能。

（作者系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集美大学
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福建卷》主编）

歌谣抒情传统再梳理歌谣抒情传统再梳理
□□夏夏 敏敏

民俗学界一直对作为民俗研究基础的资料搜集非常
重视，钟敬文早就提出民间文艺学研究中资料学的重要
性，强调“我们的资料是要通过田野作业去获得的”“应注
意到用文献学的方法来搜集资料”，提出了“民俗资料学”
的概念。民俗资料学对民俗资料的界定与分类关注历史
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浩如烟海的以各类形式、各类
媒介存在，掌握在各个人群中的鲜活资料，将其纳入整体
的学术视野进行观照，回归到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初心，
对于学科积极回馈社会、发挥自身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山东卷》的过程
中，编纂团队发现山东的神话资料相对匮乏，“三套集成”
县卷本较难收集，收集上来的县卷本中神话文本又相对
较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团队有意识地吸收民俗资料学
的学术理念，赴青岛、聊城、济南、菏泽、济宁、泰安、枣庄、
潍坊、临沂、烟台、威海、德州等地考察神话在当下社会的
实际存续状况，在民俗资料学的视野下更加广泛地搜集
神话资料，为编纂任务的高质量完成打下了基础。

《大系·神话·山东卷》主要是对转化为文字的“现代
民间口传神话”进行搜集整理，但《大系》还同时在编选标
准上提出了要“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要求，

“入选作品必须在地区、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
面有代表性，能够反映民族风格和口承传统与特点”。在
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团队成员发现不只是“三套集成”
县卷本中收录有神话文本，在很多其他文本中也能发现
较为鲜活的神话文本，虽然并不是所有与“神话”有关的
文本都被采录，但它们作为民俗资料对于“提供更多准确
翔实的资料和鲜活透彻的个案”，以使编者对山东神话的
整体状貌和地域特点有更宏观的了解和认知确是有积极
意义的。概括说来，编纂团队主要从以下材料中搜集和整
理神话文本。

一、正式出版的民间文学资料。记载山东神话的已出
版的民间文学资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在20世纪80
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还没有开展之前，就有民间
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搜集到包括神话在内的文学作品
结集出版。这类资料如董均伦、江源伉俪出版的《找姑鸟》
《奇异的宝花》《聊斋汊子》等均有对神话的收录，这些神
话文本搜集整理质量高、代表性强，代表了山东神话口承
文本的较高水平。第二类是陆续出版的“三套集成”县卷
本、省卷本。县卷本分布在不同年代出版，时间跨度较大，
而且呈现出一个总体特点：除了专业机构集中编纂出版
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外，其他书籍均是出版时间越
靠后，神话文本附带的讲述者、采录整理者、采录时间、采
录地点等信息缺失越多。但总体来说，这些神话文本基本
是文化工作者从民间采集而来，具有明显的口承神话特
点，还是较为理想的可选项。第三类是进入21世纪后，各
地出版的有关民间文学书籍。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较少
在民俗学理论的指导下编纂完成，因此编纂质量不一。

二、未出版的“三套集成”资料。由于多方面原因，20
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县卷本成果有
很多并没有出版，大多只是被结集印刷，以“资料本”的形
式流传于世。编纂团队在对山东省各县市的民间故事县
卷本进行搜集过程中，共找到未出版的故事集成县卷本
150余本，其中收录有“神话”文本的
有60多本。这些县卷本中的故事文本
虽然也有“组织化”“脱域化”等表现，
但仍然“具有完整的自在的学术价
值，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元
文本和多种可能性”，也为山东神话
留下了最为鲜活直观的口承资料。绝
大多数县卷本中的神话文本为当时
民间文学工作者从民间采录而来，客
观反映了山东神话的实际传承状况。
有少部分文本具有“借鉴”“创作”等
倾向，需要进行一定的甄别、遴选。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县编纂人员
对“神话”概念的理解不一，很多当时
被列入“神话”类别之下的文本从狭义神话概念去审视的话并非“神话”，很
多是“神话”的文本被列入“传说”等分类中，需要编纂团队细致阅读文本，从
全书中进行筛选。如在山东流传很广的“二郎担山赶太阳”“牛的来历”“麦子
为啥一个穗”等神话大都是在“传说”的类别下被找到的。

三、地方史志。要系统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整体状貌，就必须收集
当地的史志资料并进行阅读和学习。山东很多神话质素就是在地方史志中
被保存下来的，后来在合适时机被后代人唤醒，以民间文学、文化景观、文创
产品等多种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山东神话在地方史志中存在的
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神话质素，如神话人物、神话遗迹、地方风物等方式
零星被记载在明清以来的县志中，这些记载成为后来人们进行口头讲述与
文化生产的重要依托，是神话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脉所在；一种是在
新修的行业志、村志中对具体神话文本的保留，如《济南水利漫话》就收录了

“舜井”这一则文本，潍坊市《崔家村志》收录了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磨祖
石嬷嬷的故事”。这些被记载于史志中的神话质素或文本对于丰富山东神话
的多样性具有一定价值。

四、口头文本。这里所说的口头文本是指经过当代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
训练的学者或收集者进入到当代百姓生活中采录整理的神话文本，在《大
系·神话·山东卷》中，这类文本是除“三套集成”县卷本中的神话文本外，数
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文本。自2009年开始，编纂团队就开始对山东神话进行
零星的学术调研，2021年接受中国民协委托编纂山东神话卷的任务后，开
始较为系统地调研山东神话的口承状况，搜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口承神话
文本。编纂团队先后对阳谷蚩尤陵、巨野蚩尤冢、曹县火神庙、菏泽祖源文化
研究院、烟台蓬莱阁、青岛韩家民俗村、诸城舜庙、青州东夷文化园、寒亭嫦
娥塑像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寻找神话讲述者30余人，搜集整理神话文本
80多篇。编纂团队还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组织学生调
研自己家乡的神话，并将其转换为文字文本，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大学生搜
集整理了10余篇质量较高的神话文本。

五、报纸上的文本。一些报纸为了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也会“发表”一些
神话作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神话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性和被权威

“背书”的过程，也经历了地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审视与检验，具备了地方文
化认同的特征。因此，编纂团队也遴选了一些作品收入《大系》之中。如发表
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黄帝诞生”“黄帝好学”，发表于《大众日报》的“黄水
干了立人烟”，发表于《济宁日报》的“尧王坟”“舜耕历山”等。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神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是指在民间文
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过程中，地方搜集整理的神话文本。如枣
庄的女娲神话，济南历下区、潍坊诸城市的大舜传说，菏泽牡丹区的尧舜传
说，宁阳县的大禹治水传说等。编纂团队从非遗申报文件中选取了部分有代
表性的神话文本，如“盐宗夙沙氏煮海水成盐的传说”“玉帝尝盐”等。

此外，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编纂团队还对与神话相关的考古图像、庙宇壁
画、神灵塑像、现代墙画、数字文本、数字影像等承载神话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数
字媒介等素材进行搜集整理，对传统庙宇和陵墓、地方风物、现代景观、文化标
识等与神话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实地探访，这些工作对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
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从学术上自觉以动态和开放的视角，特别是在
整体时间观和流动的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和神话学提供了支撑。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神话·山东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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