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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芝]民间故事的魅力

——《中国民间故事选》二集序言 

  作者：贾芝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8-23 | 点击数：3712

 

  民间故事引人人胜，凡是多少听过几个民间故事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我国各地到处都有故事，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这也

是近年来大家越来越了解而且感到兴奋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有些什么好故事呢?好故事究竟有多少呢?这就不免令人茫然，不好信口回答了。要比

较完善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我们还需要注意民间故事的记录整理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流传在我

国许多民族中的好故事是很多很多的。  神海蜊的海蜊一吹起来，能使鸟兽惊服，愁人欢乐，到战场上能使敌我双方的战马都驯服地听它的指

挥；神人顾米亚带领十二个孩子撑稳天地以后，为了解救人民干旱的痛苦，拉满大弓来射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一个普通的土家族的姑娘西朗，

深夜坐在白果树下期待观察白果花开放，想把世界上她没有绣过的最美丽的花朵织在她的布上，可是由于嫂子的嫉恨挑拨，她突然遭到了不理解

她的用心的封建父亲的误杀；库尔滨河边鄂伦春的猎人焦彦，征妖除魔，神通广大，倔强迷人的蒲妹同他结合得多么爽快!海南岛的那位吹天

箫，在龙宫里金银不要，只要一个竹笤、一件蓑衣，可是他背上竹笤、披上蓑衣时，飘飘然飞上了五指山，他的响彻云霄的箫声，给人间以快

乐…… 

  这些说不完的故事，听了多么令人震动心弦，多么的美啊!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从远古到现在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的各种生活和斗争。它们时而把我们带到高原，时而把我们带到海滨，让我们增广见

闻，了解到生活在祖国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曾经有过怎样的社会生活和梦想。故事的主角大都是：农民、工匠、牧人、樵夫、渔民、猎人，还有群

众革命领袖和战士，还有仙女、巨人等等。这里，有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幅；也有一些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故事；

有荒诞无稽、娓娓动听的神奇传说；有鞭挞王公贵族、恶人懒汉的世俗讽刺画；有为民除害、历尽艰险的英雄故事；也有劳动人民在轻松愉快的

时刻讲说的抒情诗式的故事和笑话；然而，不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的写真，还是作为历史回响的反映人民心理和愿望的艺术创作，它们都使我

们获得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民族和地域的知识。它们最能帮助我们了解劳动人民。不消说，我们从这些作品里可以受到丰富的教育和启示。 

  我曾经问过一位老太太会说什么民间故事，她愣了一阵，迟疑地说：“呵?就是那些‘瞎话’?那都是蹲寨子根的一些穷棒子闲唠的，正经人

都讲圣人贤人的书，讲《三国》、讲《红楼梦》，谁听那个!”一听就知这话有点来历，这些话当然绝不会是“穷棒子”的意见，而恰恰是代表

白封为“正经人”的地主阶级的观点。这位老太太虽然也能说些革命往事，她却仍然不能不流露出她的地主阶级的偏见。但从她发表的这个偏见

里，也有着民嘲事的产生和流传的真实情况在：第一，流传民间故事的场所主要是在劳动人民中间；第二，它是被人们“闲唠的”；第三，把它

叫做“瞎话”也颇得当，意思是这些故事大都无根无据，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口头创作。我们家里也有一位从乡间来到北京不太久的老太太，她却

是一个很会讲“瞎话”的人。她知道的民间故事很多，而且她讲故事，语言非常生动。原来她过去正是属于喜欢蹲在寨子下面“闲唠”“瞎话”

的穷苦人。是的，民间故事正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她欢喜讲民间故事，并且讲得很好。 

  劳动人民为什么欢喜民间故事，许多民间故事为什么能够使人听得忘神，那么富有魅力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文艺创作达到

具有艺术魅力，一定是因为它有深刻动人的东西在；而在民间故事，这种情况似乎又很平常，这就尤其值得我们想一想。 

  恩格斯在《德国人民的书》里对民间故事的产生和作用概括得极好，他说： 

  人民的书的使命是：在一个农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疲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

的石砾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人民的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的学徒的可怜的屋顶变成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

的健壮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人民的书还有这样的使命：除了《圣经》以外，它能阐明他的精神品质，使他认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

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恩格斯给了民间故事很高的评价。他阐明了民间故事对劳动八民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而且指出，民间故事过去是穷苦的劳动人民的伴

侣。正是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重劳动之余和贫困的环境中，产生了或讲述着一些富于诗意和幻想的创作。这些作品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和权

利，鼓舞他们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争取自由而斗争，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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