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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间叙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对它的意义、内涵、形象体系和情节的演进，以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的分析等

等，过去多有探讨和论述，有比较多的成果供给我们参考。然而关于它形式特征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或者说这还是一片可以继续开垦

的、很肥沃的土地。以我们对人的认识为例，关于人的认识机能、思考的机能，也就是说处理外来信息的机能，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等方面

的机能，都有专门的学问去研究;但是我们却还不能够打开这个脑壳儿，深人地了解它的活动机制。大脑究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去思考

问题、发生情感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仿佛还是一个黑箱。我们只知道它是在工作着，至于具体如何工作却不十分清楚。关于民间

叙事机理的探究，目的是想弄清楚民间叙事是如何进行的;民间叙事机理的问题应该不是一个打不开的脑壳，应该是打得开的。比如说民

间叙事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它的内部的层次是怎么样的?民间叙事在演述事件和过程的时候，它的视角是怎么样的?以转播一场足球比赛为

例，用一个机位去拍，还是用三个、五个机位去拍，给我们的印象将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民间叙事的视角是什么样的呢?另外，它的时

间的和空间的维度如何?它的类型和异文之间的关系如何?文本的生成机制又如何?此外还有类型、母题、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

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我想可以将它们统称为“民间叙事的机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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