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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立足于民间文学的各种形态，在编写体例上，注重面与点相结合、全面论述与具体赏析相结合
。
既有理论上的综述与分析，详细介绍各民间文学形态的研究成果，也有分类和特征上的描述，具有广
博的知识覆盖面。
另外，本教材每章都对多个民间经典范本进行具体分析，并注重吸收最新学科研究成果。
     本教材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也适用于高校其他文科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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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民间文学及其特性中国民间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原始发生的文学定
位为民间文学，因为它符合民间文学的许多特征，比如口头性、集体性等。
作家文学诞生后，民间文学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脚步。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民间文学”却是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
我们可以把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作为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的序曲，而“民间文学”以一个明确
的名称提出来，则是1921年胡愈之在上海的《妇女杂志》第7卷1号上的一篇文章，该文名日《论民间
文学》；把“民间文学”这个概念以一篇文章的论题标示出来，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开
端。
胡愈之在论文中写道：“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
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
”他还提出了民间文学的两个特质：一是创作者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二是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
，不是书面文学。
这个定义及其类属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基本观点把握住了民间文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理
解民间文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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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间文学是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通常把文学分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两个大类，或者稍加扩展，把文学分为精英文学、通俗文学
和民间文学三个大类。
前者是二分天下，后者是三分天下，这都可以看出，民间文学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罗永麟先生
在全国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为民间文学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过去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开课时间是一年，和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具有同等的地位。
国家建立研究生教育体系后，民间文学作为二级学科，颇受重视。
目前，民间文学依然是教育部规定的中文系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随着民间文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民间文学成为跨越学科、并为社会所广泛重视的一门学科。
在文学之外，民俗学将其作为学科的核心内容；人类学通过神话传说与歌谣史诗去研究人类生活形态
已经成为其重要取向；新兴的文化遗产学视民间文学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
里，民间文学赫然排在第一位；历史学通过民间文学研究古代的社会生活；哲学则通过神话故事分析
其思维模式与结构模式，等等，这些都是离不开民间文学的。
在人文社科学科群中，很少有学科像民间文学那样具有跨越诸学科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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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文学概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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