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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

──——以兄妹婚神话为例，兼谈民间叙事的综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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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第二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  

  中国民间叙事学领域长期盛行的是文本的历时性研究方法，关注和分析的主要是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民间叙事作品本身，缺乏在民

族志基础上对特定语境中发生的某一表演事件和实际动态交流过程（dynamic process of the communication）的细致描述和微观考

察。本文则力图另辟蹊径，参照国际民间叙事学领域里较晚近的学术理论，特别是参照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与民族志诗学

（Ethnopoetics）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对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兄妹婚神话的表演事件进行细致考察和分析，着重解决两个方

面的问题：  

  一是探讨目前在中国民间叙事学及神话学领域里尚很少被论及的学术问题：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叙事文类，神话文本是如何在表演

过程中得以呈现与构建的？在讲述过程中，讲述人与参与者之间、传统与个人创造性之间如何互动？有哪些因素在共同参与讲述过程并

最终塑造了神话文本？神话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被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赋予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二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力图进一步突破表演理论的局限，结合多种视角和方法的长处，运用“综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对民间叙事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 ——— 在研究“作为口头表演的民间叙事”时，应该把历时性研究和注重“情境性语

境”和具体表演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宏观的历史 - 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文本阐释与表达行为和表

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  

  通过对兄妹婚神话的一般叙事模式以及两次兄妹婚神话的具体表演过程的描写和分析（表演过程和讲述文本略），本文认为：  

  首先，民间叙事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超机体（super-organic）的文化事象和封闭的形式体系，它形成于讲述人把自己掌握的

有关传统文化知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述和表演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各具特

点的民间叙事文本。  

  其次，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了民间叙事为何以及如何被一次次重新置于不同的语境下加以讲述，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如何在传承

民间叙事的同时又对它加以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reconstruct）、从而为他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两位讲述人都是在进行神话讲述

的表演，兄妹婚神话对于她们而言，都是她们与外来的研究者及其他一般听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资源。通过神话的讲述和表演，她们

不仅是在与民俗学者和听众的交流互动中展示自己的讲述才能和对传统知识的把握，同时也是以此方式传达自己对于人祖的信仰，对于

伦理、科学、人类起源和宇宙特性的认识。因此，讲述神话成为她们表达自我、建构社会关系、达成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所以，神话

的意义并不限于其文本内容和形式，它也体现在神话的社会运用中，是功能、形式和内在涵义的有机融合。  

  再次，民间叙事的讲述与表演是一个充满了传承与变异、延续与创造、集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的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

因此，只有使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即，把历时性研究和在特定语境中考察传承和创造的某一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大范围里的历史－

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对于作为表演结果的叙事文本的研究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

结合起来，把对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和模式性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民间叙事的传承和变异的

本质，以及其形式、功能、意义和表演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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