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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一、神话学派的崛起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 

 

在欧洲，记录和出版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并不短；许多当代的哲人、学者、作家和诗人就民间文学也发表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议

论，但是，就民间文学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比较晚近的事。欧洲的民间文艺学作品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以19世纪前半期德国的神话学派的崛起为开端，发展到今天，仅仅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1789—18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西方世界，一个在整个西欧确

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就此宣布开始。 

 

西欧各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受到这个新的时代的极大冲击。很久以来就期待着变革的人们，很快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

实。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的法国哲学家们曾经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社会，铲

除一切与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美好的理想被严酷的现实所代替，“和启蒙主义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

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广大阶层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种普遍而深刻的不满情绪，人们转而

去探索新的理论，在幻想中追求最完满的个性发展和最和谐的社会组织，寻找全面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实现所谓永恒的、无条件的、

绝对的理想境界。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向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改造社会制度上；另一些人则面向过去，到历史中去寻找理想的社会。正是

这种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对新的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孕育了19世纪初欧洲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浪漫主义思潮。 

 

以海德堡派诗人们为代表的德国消极浪漫主义否定当前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但是他们的

批判往往是从封建贵族的立场出发。他们寻求新的理想，但却把目光投向与历史前进的趋势相反的方向，把理想寄托于过去，在宗法制

的所谓田园生活中求得安慰，通过美化中世纪、迷恋君主政体、赞颂宗教思想来寻找摆脱现实矛盾的出路。 

 

针对这种德国浪漫主义思潮，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成中世

纪的，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出不能摆脱这种看法。”[2] 

 

德国消极浪漫主义者的这种把一切都染上中世纪色彩的欲望，促使他以从所未有的热情，来搜集和研究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历史中所

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特别是大量产生于中世纪的叙事诗等民间文学作品。正如弗·梅林曾经指出的。“首先是浪漫主义的诗

人们打开了民间诗歌的珍贵宝库”。德国海德堡派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宁和布伦塔在19世纪 初出版了著名的德国民间诗歌集《男童的神

奇号角》（第一集，1805，第二、三集，1808）。这是浪漫派诗人为复兴德国中世纪文化艺术所作的一次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广泛

的尝试。阿尔宁认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职在于通过所谓“复兴民间诗歌”来重建古老的“德国民族精神”。这种目的本身当然是保守

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男童的神奇号角》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人民的声音。作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歌德和海涅素来是

反对和批判反动浪漫主义的，但对这部歌集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神话、传说、故事等方面，葛列斯出版了《德国古老民间故事书》

（1807）。格林兄弟搜集并出版了《儿童和家庭故事集》（1812—1814）。阿尔宁和葛列斯还主办了专门发表德国古老风习和民间诗

歌的杂志《隐士报》（1808）。德国文学界、艺术界的民间文学热，由是而滥觞，浪漫主义思潮培育了对民间创作的广泛兴趣，并且使

这种兴趣成为了思潮本身的表现特点之一。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神话学派聘也就在这种历史气氛中诞生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浪漫主义

思潮为神话学派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甚至决定了神话学派基本原则的总的倾向。 

 

当然，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就格林兄弟本人而言，虽然他们同海德堡派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活动的社会

意义却与海德堡派的消极浪漫主义并不完全一致，在许多问题断上甚至有明显的不同。  

 



 

二、格林兄弟 

 

雅可·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两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青年时代两人都攻读法律，后来又都担任大学教授，并且是普鲁士科

学院院士。兄弟两人在法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建树甚丰，并且成为了民间文学领域中神话学派的奠基人。 

 

格林兄弟在青年时代就深受把本民族一切古老事物都加以浪漫主义理想化倾向的影响，他们怀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去挖凋和研究德意

志民族的历史文化。浪漫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他们通过白己的研究竭力证明德意志具有古老的根源，并且发展

充分，有明显的特色，他们把古代德意志人的品质和生活理想化了。雅可·格林曾经写道：“我的全部著作都是献给祖国的，这些著作也

只是在祖国的大地上才汲取了力量。我自觉不自觉地感到，祖国对我们的指导是最正确的，我们的一切都应首先归功于祖国。”[3] 

 

格林兄弟在德国浪漫主义者发掘民间文学宝库的热潮中，于1812—1814年出版了震动文坛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即通常所称的

《格林童话集》)，此后格林兄弟又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816—1818年出版了《德意志传说集》(第一、二卷)，格林兄弟还

挖掘和公布了一批中世纪的重要作品，如《尼伯龙根之歌》（1808）、《古埃达》（1815）、《可怜的亨利》（1815）、《列那狐》

（1834）、《蔷薇园》（1836）等等。威廉·格林多从事北欧传说的研究，1811年发表《古丹麦的的英雄歌、叙事歌和民间故事》一

书，1829年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德意志英雄传说》。雅可·格林密切结合民间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语言学和法学的科学论

著。1828年出版了他的《德意志法律故事》，他在这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借以说明法律和民间文学具有相同的本质。雅可

·格林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发掘法律史的资料，同时又把古代法律看成是研究人民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雅可·格林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他先后发表过《德语语法》（1819）、《德语史》(第一、二卷，1848)等重要专

著，并同廉威·格林合作，自1852年开始出版《德语词典》。这一宏伟的工程，他们在生前只完成了一部分，直到本世纪60年代才由他

们的后继者出完十六卷。 

 

雅可·格林于1835年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德意志神话学》，这部书是他在研究传说故事、语言、法律的基础上，集其大成， 

对德国神话进行深入探索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这部书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神话和民间文学的学说，在民间文学领域中异军突起，

开一代之先河，在一个时期内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从而在欧洲各国形了历史上所称的神话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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