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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变文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本论文围绕变文的口头传统，以口头性为突破点，探讨了变文之“变
”的渊源和变文的分类，追溯了变文的口头性历史传统，认为变文是一种口头性文学，并对变文的文
本类型、文本特点、审美风格与审美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并具体论证了变文中的时间程式、情感程式
、引导性程式和典型情节，进一步说明了变文的程式化特点和程式在变文中的广度、频度，对敦煌变
文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

作者简介

　　富世平，1973年生，甘肃天水人。
文学博士，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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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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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体特征问题    一、学术界研究的简单回顾    二、敦煌写卷中“变”类作品的标题情况    三、变文
的分类问题    四、变文的文体特征问题第二章　敦煌变文口头性的历史传统  第一节　转变艺术的口头
性与变文的起源问题    一、转变艺术的口头性    二、学术界关于变文起源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三、
敦煌变文的起源问题  第二节　佛经的口头性与变文的口头传统    一、佛经传承的口头性特点    二、佛
教经典的口头性特征    三、佛教经典与变文的口头传统，  第三节　  佛教唱导的口头性与变文的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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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说唱对唱导、转变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说唱的口头性    三、转变艺术的口头传统第三章　敦煌变
文的文本类型与文本特点  第一节　转变艺术的文本化过程    一、转变艺术文本化的主要原因    二、转
变艺术文本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三、转变艺术文本化的影响  第二节　敦煌变文的文本类型    一、变
文复杂的文本形态    二、变文的文本类型  第三节　敦煌变文的文本特点    一、没有或不能确定“母本
”    二、变文在口头传承中的变异    三、变文在传抄中的变异第四章　敦煌变文程式分析（上）  第一
节　变文中的程式及其意义    一、变文中的程式    二、变文中程式的意义  第二节　变文中的时间程式 
  一、变文中的时间程式    二、变文时问程式的来源  第三节　变文中的情感程式    一、悲伤的程式化
表现    二、高兴的程式化表现    三、愤怒的程式化表现第五章　敦煌变文程式分析（下）  第一节　变
文中的引导性程式    一、说唱交替时的引导性程式    二、景物描写的引导性程式    三、内心描写的引
导性程式⋯⋯第六章　敦粕变文的审美风格与审美特征结语主要引用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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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本身要经过较大的变化。
道安对于当时“译胡为秦”的情况的总结，是颇能反映在翻译过程中因为语言习惯、表达习惯等不同
而带来的变化的。
佛经原本是一种口述记录体文本，带有明显的口头性特征。
但是佛经的中译者，因为受“秦人好文”的影响，在风格面貌上改造了佛典。
由质朴到文雅，带上了文人雕琢的色彩；中译者以一种书面作品的眼光对待佛经，把很能反映口头性
特征的“叹咏丁宁，反复或四，不嫌其烦”等特点，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被当作多余的重复而“裁斥”
②。
就文本而言，“五失本”失去最多者，还是在佛经的口头性特征方面。
可以说，佛经的翻译，使佛经第三次遭到较大规模的人为“破坏”。
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佛经，至少是经历了上述三次较大规模的有意无意的人为“破坏”之后的文
本。
而在每一次的“破坏”中，口头性特征的一些具体表现，首当其冲。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其口头性特点和其原初形态相比，肯定已经失去了很多。
尽管如此，佛经的口头性特点仍然较为明显。
最能反映出其口头属性的，就是其中较为普遍地表现出的程式化特征③。
佛经的程式化特征，就其大的方面说，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佛经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
较为明显的程式化特点。
就像民间故事总以“从前”、“古时候”等方式开头一样，佛经的开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总
是以“如是我闻”、“我闻”“闻如是”等语言作为吟唱的发端。
然后介绍佛陀说法的地点、在场的人物等情况，之后以“时”、“尔时”等表示时间的词作为具体说
法的过渡，展开具体的内①《大正藏》卷34，第862页。
②这也是文人整理民间口头说唱性文学作品时常常出现的情况。
因为整理者以作家作品的眼光来衡量民间文学作品，因此，不仅其中带有口头性特点的部分常常会被
认为重复、多余而被毫不可惜地删除，而且还常常会得到他们的加工和修改，尽量减少甚至于弥合其
中存在的“瑕疵”，殊不知，这也正是民间文学的特点之一！
③现代民俗学家认为，程式是口头文学现场创编的重要手段。
有的学者还根据作品中程式化手法所占有的比重，来判断一部不能确定其是口头还是书写的作品的性
质。
我们在后面变文的程式分析部分中，要对程式做较为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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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200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虽然经过了四年时间断断续续的修补，但由于自己生性怠惰，再加上这几年心思一直飘忽不定，书稿
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辜负了很多关心和帮助我的师长的期待。
能够以敦煌变文研究作为我的学位论文，是和业师项楚先生引领着我们逐字逐句地研读变文作品分不
开的。
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就曾经有过阅读敦煌变文的尝试，但翻开《敦煌变文集》之后，那不文不白
的语言让我感到十分难读，只好作罢。
受业于先生门下，不仅解决了阅读中存在的文字问题，而且通过对作品字斟句酌的研读，对敦煌变文
的丰富内蕴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是我选择敦煌变文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我永远铭记并衷心地感谢先生的教导之恩！
毕业几年，混迹于琐碎生活，学业几无长进。
不才如我，论文写作的不易可想而知。
但是在论文进行的过程中，不时也有在别人看来不足称道，但在自己却十分快乐的时候。
部分前期成果的及时发表，不仅解决了毕业所需的论文要求，减轻了不小的压力，而且还带来了继续
写下去的勇气——要知道，论文写作的某些阶段，是令人十分沮丧的。
本课题后来被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对于一个在学术研究中甚至还没有入门的人来说，
带来的鼓舞可想而知。
直到写后记的现在，回想起那些激动的时刻，我的内心依然充溢着难言的幸福。
只能衷心地感谢《文学遗产》、《文献》等期刊的那些编委们，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那些评审专家们
，感谢你们对一个学术研究的初学者的宽容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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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华文史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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