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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自己的语言艺术，它是最古老的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
众性的文学，始终受到亿万人民的热爱。
从世界上最长的长诗到最短的谚语，民间文学有众多的体裁，它的优秀之作可以同第一流大作家的作
品媲美。
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民间文学，他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
”这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看到：许多神话和史诗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诗经·国风》与乐府民歌确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典
范之作，无数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是如此深刻而精美，令人不能不惊叹劳动人民
创造力之伟大。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形式，不管是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还是词、曲和戏曲、小说，几乎都无
例外地起源于民间文学之中；历代的文学高潮，不管是诗经、楚辞、建安文学、唐代诗歌，还是宋词
、元曲、明清小说，都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卓有成就的伟大作家都受过
民间文学的哺育⋯⋯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民间文学是多么重要啊！
对民间文学有深刻研究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说得好：“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
精神价值的惟一永不涸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还是就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
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
”②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处在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文艺创造常常受到压制和迫害，他
们在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公正的估价，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民间文学是
低级的、没有多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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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就是在“民间文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在北京大学，民间文学课是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的目的、任务是：“系统讲授民间文学的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和代表作品，培养同学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和搜集整理、调查研究的基本技能，端正对
劳动人民创作的态度，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民间文学打好初步基础。
”这样，它的内容还是引论性的。
我们不是光讲理论，也不是只讲民间文学史，而是将史、论和作品三者熔为一炉，结合起来进行讲授
。
在体系上以论为纲，但在具体论述中则尽量作些历史分析与介绍，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大量具体事
例和作品来说明理论问题，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力图避免同文学史、文艺理论等课程的重复。
由于学时和篇幅的限制，只能对精选过的材料作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论述，以系统介绍我国民间文学的
全面情况和重要论点为主，对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一般不作过多的发挥。
因此，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都不同于《民间文学概论》，故名之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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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文学的范围和特性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概念与分类“民间文学是什么?”这是本章所要解
决的中心问题。
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其实相当复杂。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源头，在原始公社的时代是唯一的文学，那时还没有专业的作家，也没有阶级分野
，无所谓“民间”不“民间”。
在阶级产生以后，发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出现了专业的作家，产生了“作家文学”
，民间文学就和作家文人的书面创作分道扬镳了。
有人也许会问，劳动人民不识字，不会写文章，难道还能进行文学创作吗?不错，在原始社会还没有文
字，到了奴隶社会以后，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不能参与书面文学的创作，但是他
们从来都是少不了文学的，他们的思想感情一定要表现出来，他们在口头用活的有声语言创作了各种
文学作品，其中优秀之作甚至可与伟大作家的创作媲美。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非常精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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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本是一部讲义，1960年代曾三次油印，在教学中不断有所修改。
1980年初修订，出版后受到许多师友的鼓励和读者的喜爱，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主任瑞果里
教授提议此书参加“彼得奖”的评选，结果获得大奖。
国内外许多大学用为教材，使它不断再版，多次加印，累计近10万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致吧。
我的这本小书所介绍的，同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比较起来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可能是由于在行文上比较注意简明扼要以事实说话，艺术分析上力图生动具体，并大胆提出一些新的
见解，不少同志认为此书看了有启发，论点和论据结合较好，在教学与搜集整理工作中比较实用。
也有些同志认为，在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书中有的观点已显得陈旧。
初版中错字较多，一些热心的同志作了许多具体的指正，这是我非常感激的。
1985年增订再版，除改正错字外，对一些过时的观点作了删改，并尽可能将最新研究成果概括进去。
如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新加了一节进行专门分析。
在书中写进一些新的内容，对活跃思想可能会有所补益，期望引起讨论。
如今立体性特征已得到国内外专家们的认同和引用，认为这是“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新的突破，
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此次第三版又作了一些增补。
今年中秋我去友谊医院看望钟敬文教授，谈起此事，又得到他的首肯，他说这个概括“是合理的”，
用“水中之鱼”来比喻民间文学的立体性也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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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4版)》讲述了：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自己的语言艺术，它是最古老的文学，有
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众性的文学，始终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众性
的文学，始终受到亿万人民的喜爱。
从世界上最长的长诗到最短的谚语，民间文学有众多文学的体裁，它的优秀之作可以同第一流大作家
的作品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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