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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定二元对立吗？ 

──从《蟒古思故事论》说起 

发布日期：2008-02-03  作者：陶虹 

【打印文章】

  可能是受到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父母的熏陶，我从小格外喜欢民间文学，后来到出版社工作，就经常注意民间文学方面的作品和学

术研究著作，也经常希望自己能够编辑这方面的图书。后来，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由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其中收入的都是钟敬文先生的几代弟子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 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晶，有老一代许钰先生的遗著，有董晓

萍教授的新著，更有近几年在中国民俗学研究领域活跃的赵世瑜、杨利慧、萧放等青年学者的力作。“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在中国

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全部著作都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学术著作一二等奖，这说明了该丛书是

一套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包含在其中的学科建设的著作系列，而不是目前那种浮躁的系列图书工程。有幸的是，我编辑了该丛书中的《蟒

古思故事论》（陈岗龙著，2006年）。该书出版之后，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  

  《蟒古思故事论》是系统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民间流传的说唱文学——“蟒古思故事”的学术专著。蟒古思故事是在蒙古族

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相交融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说唱文学。在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基础

上，蟒古思故事集英雄史诗、本子故事（蒙古族民间艺人根据中原汉语历史章回小说译本改编的说唱文学）和佛教神话传说为一体，形

成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学和文化内涵。虽然国内外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绩，但是因为蟒古思故事的边缘文化特

征，至今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蟒古思故事的学术著作出现。本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蟒古思故事文本文献和多次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基础

上，写成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蟒古思故事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三编，共八章。上编“概论编”概括介绍了蟒古思故事的演唱民俗、

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及其演唱的蟒古思故事的基本内容，并评述了蟒古思故事的搜集整理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中编“考源编”从实证研

究的角度详细考论了蟒古思故事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分别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本子故事和佛教神话传说在蟒古思故事形成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下编“比较编”从神话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蟒古思故事“天神下凡人间降魔除妖”的神话主题和叙事结构，并对蟒古思故事和

《格斯尔》史诗进行了影响比较。  

  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对文本的界定非常重要，《蟒古思故事论》的作者中肯而严肃地批评了过去搜集整理蟒古思故事的做法，提倡

全面记录，具体表演背景下的史诗文本，并提出了“具体表演文本”和“想象中的文本”的概念。长时间以来，这两个概念似乎没有引

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把它们与朝戈金所提出的史诗文本类型、巴莫曲布嫫提出的史诗的格式化等概念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钟敬

文先生的弟子，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能都有密切的联系）考虑，对科学认识民间文学文本和了解民间文学文本形成过程就显得很重要了。

作者自己也说，研究蟒古思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想象中的文本，也就是蟒古思故事的口头传统。而“想象中的文本”在中国民间文

学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中都有普遍的借鉴价值。实际上，研究民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的学者们不正是这样通过“具体表演的文本”的

田野调查和分析研究，来探讨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的“想象中的文本”吗？  

  过去，一谈论民间文学就会想起二元对立论，或者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对立，或者民间与上层精英对立，从而把口头传统和作家文

学断然割裂开来。而最近，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实际上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一直是人类社会中并存到今天的。《蟒古思故事论》中结合

各种书面文献和图像资料，深入研究了蟒古思故事形成的过程，对于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关系研究来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些

佛经文献中的故事或者母题如何进入到蒙古英雄史诗说唱传统中，汉族章回小说的内容怎样变成蒙古说书艺人的演唱曲目，又怎样通过

本子故事的表演再进入到蟒古思故事的内容中，作者在梳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联系当中比较清晰地探讨了佛经文献、佛教口头传

说、佛教造像学文献和图像资料、汉族章回小说和蒙古本子故事之间的借鉴、传承和转化关系。这种研究，把民间文学作品放在口头传

统和书面传统并列兼重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从而其内容丰满而且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研究民俗学的朋友们说田野调查是民俗学家的看家本领。《蟒古思故事论》也是一部宏观的描述和理论梳理以及具体的田野调查研

究相结合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写的民间艺人齐宝德的田野调查部分最精彩，在平淡的田野记录的描述中探讨了一些民间文学传承的理论

问题，内容很生动，让人感觉到民间艺人的可爱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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