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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的民间文学

──《立体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段宝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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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有什么特性呢？过去国内外的专家们讲“三大性”，即口头性、流传变异
性和集体性。 

   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国内外许多学术信息的影响之下，段宝林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到民间文学立体性的某些
特点，到80年代初提出了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的理论。这是对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新开拓和新发展。 

    立体性特征是民间文学与作家书本文学之所以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民间文学是活在人民生活中的“活的文学”，
有表演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多异文、多功能等许多特性，而作家书本文学则只是一种语言艺术，只有一种书面的流
传方式，是平面的。而民间文学却是活动的、立体的，犹如水中之鱼、树上之花，是活的文学。因此，在采录时一定要
进行“立体描写”，把它的立体性保留下来是科学的全面的记录。这是一种新的采录方式和要求，大大提高了民间文学
调查采录的科学性，对当前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非常有用。 

  过去我们的记录往往是平面的，搞音乐的只是记谱，往往只记一段歌词。搞文学的只记歌词，而不记谱。搞舞蹈的只
记舞蹈动作。至于作品的价值与功能、作品的流传空间、表演动物和表情、观众反映、传承人的创造等情况一概不记，
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记录。把民间歌谣和作家诗歌同样处理了，过去的许多歌话集大多如此，只有少数作品有注释说
明，做了一些“立体描写”，当然是自发的。 

    人们总以为民间文学在语言上浅显易懂，就认为民间文学采录调查是非常简单的事，这确实是莫大的误解。《立体
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的出版，把民间文学作为一种与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特征，用“立体性”概括出来，这确实
是对民间文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巨大创新。 

    在民间歌谣的研究中，对民歌分类、新民谣、民间诗律的研究都有新的重要的突破，作者充分肯定了民谣在社会变
革中的重要作用。对“民歌体”和“押韵”的概念，也有新的发现，使权威的教材、工具书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
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等书中关于“押韵”的定义必须重写。在众多
在民间诗律中，有头韵、腰韵、首尾联环韵、腰脚韵、句内韵等多种韵式，而这些权威教材和辞书中却只讲尾韵，只知
文人诗韵而不知民间韵律，只知汉语诗韵而不知各少数民族及外国的诗韵，显然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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