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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上明月共潮生，明月照耀着大陆和台湾，潮水簇拥着大陆和台湾。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台湾岛和大陆之间的陆地不
断下降，被海水淹没，台湾逐渐远离大陆，于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便有了台湾海峡。
    无论是地壳运动，还是海水阻隔，割不断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情结，隔不断的是大陆对台湾的亲情。
台湾的根在大陆，大陆的思念在台湾。
大陆人与台湾人有着共同的祖先，相同的血缘。
     台湾的民族为汉族和高山族。
汉族主要来自福建泉州、漳州的闽南人，福建、广东的客家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迁台的大陆各省人士
。
高山族有北来、西来、南来三说。
北来者只是瑯峤一带少数人，来自北方的琉球。
西来者较多，来自大陆浙闽粤百越之民。
南来者也多，来自南方海岛，但南岛系居民其祖居地亦在中国华南地方。
台湾省博物馆阮昌锐教授说：“所以无论自中国大陆直接来台，抑或由大陆而南洋，再由南洋而台湾
，台湾原住民的祖居地仍在中国大陆。
”布农人学者达西乌拉弯．毕马说：高山族是“早年大陆迁来的”，其中排湾人、卑南人、鲁凯人、
阿美人、雅美人等支系“则与南岛系文化有关联，或系从南洋移来，而他们从南洋或印尼与菲律宾的
祖先，则是古代中国大陆的百越之民，当年百越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总括起来，台湾‘原住民
’，依然是大陆古代人的子孙，与中华民族有血缘关系，自然是一家人。
”    凤吹无数，潮涨潮落，湮灭不了台湾与大陆。
自古以来这个拥有陆地总面积3．6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便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尚书》的《禹贡》篇把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分成扬州等九个州，台湾第一部地方志《台湾府志》指
出：台湾属于扬州。
《汉书》载“会稽海外有东鳃人”，《后汉书》有“夷洲”的记载，《三国志》记载：吴黄龙二年
（230 ）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东鳃、夷洲即台湾。
元世祖至元年间（1292年前后）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
明天启二年（1622）荷兰殖民军侵占澎湖，天启四年（1624）俞咨皋率军围荷军，荷军退往台湾，在
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筑城，向北扩展，1650年达侵占全台极盛时期。
166l一1662年郑成功率军打败荷军，收复被荷军侵占了38年的台湾。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击败驻守澎湖的郑军主力，郑成功之孙接受台湾和平统一，清设台湾府
，隶属于福建省。
 清光绪十一年（1885）升格为台湾省，直属中央政府。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订中曰马关条约，台湾、澎
湖沦为日本殖民地51年。
1945 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澎湖光复，回到祖国怀抱。
    曲折而厚重的历史孕育了沉甸甸的文化。
而民间文学更是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民族文化在一代代人身上得到显现。
《台湾民间文学》是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台湾民间文学的著作，以大陆学者来评介台湾的民间文学，
本身就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
 其叙论五章，采用“立体性”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台湾民间文学产生与存在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
台湾民间文学之创作者、传承者，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
    上编四章，从台湾本岛与澎湖、兰屿等离岛汉族和高山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入手，列举众多代表作品
实例，分析其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并将之与大陆各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力图追寻台湾民间
文学的文化根源。
    中篇五章，探索娄子匡、朱介凡、金荣华、王秋桂、胡万川等五位资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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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的娄子匡先生，为海峡两岸健在最年长的民间文艺学家，被誉为 “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
。
作者通过富涵感情之笔，描述了他年青时 期的采录研究，中年时期的台湾民间文学研究，晚年的回忆
录和龟文化研究。
娄先生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创办东方文化书局，系统翻印大陆民间文学及民俗著作向长期沦陷于
日本统治、与大陆隔绝50多年的台湾民众，详细介绍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成果。
赞誉朱介凡先生以60年的坚强毅力完成500万字谚学巨著《中华谚语志》，他“以史证谚”、“以俗析
谚” 、“以境议谚”、“以谣论谚”的研究方法令人赞叹。
为了海峡两岸学者和外国学者更好理解《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金荣华先生不辞辛劳，披肝沥胆，根
据中国故事的实际情况对国际通用的AT分类法子以修订而编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王秋桂先生（与陈庆浩先生合作）编选了系统地将大陆民间故事介绍给台湾民众的《中国民间故事全
集》40卷。
并在其主编的《民俗曲艺》刊物及其丛书（81种）把大量大陆学者的民间信仰习俗田野调查报告推介
给台湾学者以及外国学者。
胡万川先生不仅在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和神话研究上有独特的造诣，而且汲取大陆民间文学三套集
成的普查经验，推动台湾各县进行乡镇的民间文学普查。
    下编八章，对19位有影响的中青年民间文艺学家进行评说。
通过对达西乌拉弯·毕马、陈劲榛、陈益源、鹿忆鹿等19位中青年学者的评介，为世人展现了人才辈
出、生机勃勃的台湾民间文学研究队伍。
“他们的论著洋溢着学术朝气，闪烁着学术个性。
年青学者是朝阳，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年青学者的身上”。
    由于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在台湾，有不少别的学科的学者为民间文学的艺术魅力和学
术魅力所吸引。
如资深学者金荣华原是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学家、比较文学专家。
王秋桂原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书目学家、历史学家、英国文学专家。
中年青学者陈劲榛原本研究古典文学、文献学、韩非子学。
许端容原本研究佛学、敦煌学、古典文化学。
 刘秀美原本研究现代文学。
陈益源原本研究元明清古典小说和越南、韩国、日本汉文古典小说。
林修澈、黄季平原本研究民族学。
如今，他们或专事，或兼事，或大部分精力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多种学科的参与给台湾和大陆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学术气息。
 如陈益源 “古典小说研究中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外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大陆
出版台湾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台湾出版大陆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等。
    本书的作者对台湾学者们的资料、方法、成果、研究精神、研究心态进行一系列的探索，他们或赴
台湾出席学术会议，与台湾学者面对面交谈，或从台湾学者的论著中钩沉，或与台湾学者信函来往中
谈心，因而本书内涵不少鲜活的资料。
例如鹿忆鹿几次到云南西双版纳作傣族叙事诗田野调查，一度病倒，住医院抢救，转危为安，康复出
院，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本书热情赞颂这种精神，称之为“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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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甲辉（1942—）广西玉林市人。
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
广西东方外语学院副院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曾任广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
出版《现代实用写作》、《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等11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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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民间文学》内容有叙论五章，采用“立体性”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台湾民间文学产生与存
在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台湾民间文学之创作者、传承者，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
上编四章，从台湾本岛与澎湖、兰屿等离岛汉族和高山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入手，列举众多代表作品实
例，分析其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
中篇五章，探索娄子匡、朱介凡、金荣华、王秋桂、胡万川等五位资深学者。
下编八章，对19位有影响的中青年民间文艺学家进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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