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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化的中国民间文化长城——中国民协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综述

张志勇

2012-11-1 11:17:06  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2年10月31日

  当你打开电脑，点击搜索按钮，在海量信息中检索并享受各种“段子”——赛博空间的民间文学时，有没有想过，互联网诞

生以前漫长的农耕社会里口头传播的民间文学什么样？ 

  一项旨在把我国数千年口头文学遗产进行数字化存录的庞大工程，将通过科技与文化的联姻，打通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为古

代文明安一个现代的“家”，让当代人只需轻轻点击鼠标，便可自由地在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学宝库里畅游。 

  这一调动200万人次田野采风，踏遍2800个县普查作业，汇集60年记录成果，总字数达10亿的数字工程，两年前由中国民协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一半的工程量。“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口头文学资料最为系统的民间文学数据库。

它的建成，将成为一个既能方便使用、又能永久保存的电子图书馆，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掌上民间文学大全’，成为一座‘数

字化的中国民间文化长城’。”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说。 

  过去： 

  六十年普查采录， 

  筑起民间文学的万里长城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口头文学遗产的抢救性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民协

一直致力于广泛地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民间文艺资料，组织了成千上万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进行调查。 

  “60年来大规模的口头文学调查共有三次。”罗杨说，一是1957年开始开展民歌调查运动，二是1984年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学

三套（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普查编纂工作，三是2002年启动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三大战役’对我国各民

族、各地区的口头文学进行了地毯式的普查，获得了巨量的第一手口头文学资料。”其中仅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经20余年的记

录，就获得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童话等）184万篇、民间歌谣（不含史诗、长诗、叙事诗）302万首、

谚语748万余条。 

  “五千年来农耕社会流传到近半个世纪前的这些宝贵口头文学遗产，其原始性、原真性、文献性、整体性、资源性无可比

拟。可以说，历史上大量传说故事、谚语、歌谣只能在这里才找得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说。 

  2009年10月，历时近20年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省卷本）全部出版，各省出版一卷，每卷约100万字。但绝大多数

县卷资料未被收入，这些资料基本遵循统一的要求，坚持忠实记录，并附有讲述人情况（身份、年龄、性别等），记录人与记录

情况（记录人身份，记录时间、地点等），符合记录民间文学的国际惯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报中国民协的口头文学普查资料乡、镇、县卷本，现在保存我们手中的共5166本，总字数至少已

达8.4亿字。而现今，第三次口头文学抢救还未结束，这个数字还在与日俱增。”冯骥才说。 



  现在： 

  数字化口头文学， 

  实现非遗的虚拟化生存 

  中国民协现存民间文学的口头记录资料，大部分为手抄本、油印本、铅印本，鲜有公开出版。因其资料最具第一手性，因而

也最受国际学术界关注，欧美日等地学者多次呼吁公布或出版民间文学县卷资料本。这些资料历经十数年，存放在地方机构的多

有失散，在中国民协收藏的部分，因为保管条件受限，也正在出现字迹漫漶、文本损坏的现象，急需进行再抢救，否则所造成的

损失无可估量。 

  “鉴于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工程大、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传播共享，以及这批文本的无比珍贵，中国民协决定启动中国口

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罗杨说。 

  2010年12月30日，数字化工程正式启动，并纳入中国民协正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

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总编委会主任周巍峙担任该工程名誉顾问，民间文艺界元老贾芝、冯元蔚担任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记者从中国民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中心获悉，由汉王科技经过数据加工后灌装到数据库软件系统，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

数字图书馆将包括扫描的图像文件、文本文件、PDF文件和检索发布系统。其中，在原数据加工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加工即二级分

类是数字化的关键环节。尽管二级分类将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正如万建中、叶舒宪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不进行二级分

类，我们的数据库就是废品，后代子孙使用起来将极为不便。”于是，中国民协精心挑选民间文学专家学者，在神话、传说、民

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民间长诗、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11个一级分类之下进行严格的二级分类，并最

终在2011年9月中国民协八届主席团二次会议上确定了67个二级分类目录。 

  以数字化技术对口头文学进行存录和传播，既顺应了网络时代趣语、谣谚、笑话继续流行的社会趋势，更开启了非遗保护的

新途径。古代文明需要一个现代的“家”。经史子集的数字化工程早已经开始，用数字化的方式将这些失不再来的口头文学财富

可靠地保护起来也刻不容缓。 

  未来： 

  近百年观念更新， 

  重写中国文化与学术格局 

  民众的口头文学历来被上层文化、精英文学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粗鄙之物。从“五四”歌谣运动直到今天，近百年来，全社

会和知识界在认识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的民间文学事业里云集着众多响亮的名字，包括郭沫若、

老舍、周扬、赵树理、郑振铎、周巍峙、钟敬文、马学良、贾芝、冯元蔚、冯骥才等几代民族民间领域的文化大家。 

  60年来的普查成果，有一大批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空白。但“旧案”并没有完全翻过来。原因之一在于，对于中国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久闻其名的也许不少，但是真正窥其全貌的屈指可数，更别说十倍于此的县卷资料本。只有通过数字化工程

的实施，使数千年民间文学遗产变得触手可及，让读者可以通过使用浏览器实现在线阅读和资料检索，才能让学界和全社会了解

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截至目前，数字化工程已经完成扫描、录入，正在按照专业分类设计出较为完善的检索体系。未来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

据库”，将使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普查资料全部实现分级、分类、分项、分词等强大的编程和检索功能。“愿这笔尘封已久的遗产

能够通过学者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像千年的雪莲那样重新发芽，开花结果。”罗杨说。 

  这些口头文学普查记录资料本全部来源于田野调查，真实反映出我国各地的民间文化特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民

俗、社会学价值。数字化工程计划于2014年完成，这一工程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是了解传统的窗口；对业



内学者而言，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点；对作家艺术家而言，它是灵感的源泉；对中国文化史而言，它是全新的领域；对国家民族而

言，它是数字化的文化长城。 

  “数字化工程是一项宏伟的可持续的文化工程，要尽可能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60年来抢救下来的

口头文学记录资料和各种出版物囊括以尽。”同时，刘锡诚还希望数字化工程借机向20世纪初至40年代延伸，最终做成一个百年

来中国口头文学资料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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