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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及其学术通信

──与稻田浩二先生的讨论

发布日期：2005-11-25  作者：刘魁立

【打印文章】

    我翻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浙江省100个左右县区行政单位记录出版的99卷故事集，找到28篇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文本（这是

全部）。同时，为了方便参照起见，还择引了5个30年代记录出版的该情节类型的文本。我对全部33个文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的情

节都是直线发展的，一个细节（母题）的结束正是第二个细节的开始。如： 

    兄弟分家，弟弟得狗→狗为弟弟耕田→哥哥借狗耕田→狗不耕→哥哥打死狗→狗坟上长植物→植物给弟弟落金银→哥哥占有植物植物

落毒蛇咬死哥哥。 

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的话，那么 ── 

横画是直线，如：→→→→→→→ ；  

竖画则有如竹形： 

    经过试验，我把这33条线立起来，加以重叠，结合成一幅图形，于是就出现了一幅树形的示意图，好像生出来许多枝桠。 

    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树形结构图(略) 

    由此我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 

① 28或33个作品都重复的情节部分我称之为情节基干。 

② 都必有的母题称为中心母题。（2个） 

③ 同一类型的所有文本还可以划出分支，我称为类型变体。在浙江当代狗耕田文本中我归纳出9个变体。 

④ 每个变体里都有新的情节段或称母题链加入。母题链分消极的（演绎和替代相应母题）和积极的（可以组织和推动情节的继

续向前发展）。 

⑤ 母题作为情节的组成单位，有一系列重要特性：它特别活跃。民间作品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母题的变异性上。它有生成能

力，可以带动下面情节的发展。它有链接能力，可以附着在情节的前一母题上。它可以组织和推进情节的发展。 

⑥ 母题与母题的链接有的空间小，有的空间大，可以有诸多变异。有时链接是多向的，有各种可能。 

⑦ 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狗耕田类型具有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围绕一个时间轴心循环往复。 

被夺→胜利→再被剥夺→再胜利……彻底的好结果。 

剥夺→失败→再剥夺→再失败……直到灭亡或彻底失败。 

  我很想沿着这一提纲所包含的思路继续努力进行研究，并且要通过其他类型的考察和分析，来验证这条思路的正确与否。 

 



 

稻田浩二先生来函（一） 

尊敬的刘魁立先生： 

  您好吗？北京是否快到很冷的冬天了？ 

  在韩国，能听到您发表很动人的论文，又有了在饭店里跟您好好谈话的机会，日子过得很好。 

  我在11月7日研究生的课上给学生们介绍了您发表的论文《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同时与大家一起学习。我已经拜读过好几次了，

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和该学习的地方。 

  您的文章从AT1655的分类批判开始，这一点和我完全一致。再者，对您的"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的想法，我基本上也有同感。

但，您对"中心母题"第一个列举的是"狗耕田"，而将"狗的坟墓上长出一棵树"放在其次的位置，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狗耕田"的

重要性不如"已死的狗转生于树木"，即我认为①"狗耕田"母题是预告这只狗的神性（灵性或超自然性？）而已。（再说一个小问题：是

否应该说"在狗的坟墓上长出狗转生的树木"，而不应该仅仅说"在坟墓上长出树木"？）②我认为狗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两兄弟是主人

公。做为主角的狗惩罚哥哥的情节在它转生为树木后才正式展开的，而生前的"狗耕田"是预告此条狗具有神秘的功能而已。 

    其次，我认为您做为"中心母题"举出的"狗耕田"与"在坟墓上长出具有神秘力量的植物"，基本上与我所提出的"核心母题"很接近，也

可以说是同一的。但我把它们不分开，把生前的"狗耕田"看做死后转生为树木具有神秘作用的预告或前提。即我认为死后的功能比生前

的行为更重要。这是从我所举东亚的几个例子思考的结果。 

    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的把握方法，特别有魅力，又有本质性。"它对于我们理解世世代代的劳苦大众的心灵，该会提供多少帮

助啊！"我也完全赞成这个观点。我一直被您将"民间故事变异性的特点和机制"以图表的方式来绘制的《民间叙事生命树》所感动着。这

就是民间故事的真正价值。我认为您的"中心母题"（我的核心母题）是这个类型群的最初面貌，而发芽，长出树枝的部分是由后来的世

世代代的讲述者生育的。因此我设想东亚各民族共有这"中心母题"，并在很古时代（我估计开始稻作农业的时候）多元性地出现了。 

  我提一个问题：《生命树》与"神话"有什么关系？请详细地指教您的看法。 

  高木女士的日语翻译，第七页到第八页不大顺通，请转告一下告诉我正确的译文。 

  我很想去北京再跟您好好交流意见。我打算2001年5月初左右拜访您，情况如何？最好请高木当翻译。 

祝您健康！ 

稻田浩二 

2000年11月8日 

 

 

请继续浏览：  1  2  3  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民间叙事研究的相关文章

· 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

· 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

· 从现实文化语境看《草根的力量》

作者刘魁立的相关文章

· 中国节日文化权威读本《中国节典》出版 

· 民俗专家刘魁立美国国会图书馆谈中国非物质

· 刘魁立先生访谈录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定二元对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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