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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典文献是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浩瀚的古典文献得
以传承和弘扬。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才，总结古典文献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教训，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古典
文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应当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地承担重
任，既要通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培养一批批具有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专门知识的人才，又要利用优势，
潜心钻研，推出一部部高质量的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著作。
云南大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良好的基础，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代
有闻人。
袁嘉谷、刘文典、姜亮夫、方国瑜、李埏、张文勋、尤中、徐文德、木芹、殷光熹、赵浩如、陈红映
等文献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学术成果，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云南大学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学
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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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稿是在逐步探索的过程中写成的，其间经历了多年教学、研究中的阅读和思考，以及近一
年的写作阶段。
原计划是为研究生写出概论性质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初定题目为“文献民俗学导论。
初拟纲目大体包括绪论、民俗事象篇、民俗文学篇、民俗文献篇等几个部分，试图建立从古代文献角
度研究民俗的全新学科体系。
但各篇所涉甚广，特别是民俗事象包罗万象，民俗文献浩瀚繁多，这在计划的有限篇幅内似难面面俱
到，故中途改变初衷。
现仅着重讨论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前者偏重于与民俗相关的文学现象，后者偏重于神话传说与岁时
节令文献，即使如此也还不能全面涉及，甚至一些重要的论题也尚未触及。
改变计划特别是缩小范围，是为了能有较多的篇幅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也是为了这种目的，学界讨论已多或著者本人已有相关成果者基本从略，从而可以较为充分地讨论一
些新问题，揭示一些现象，考辨一些史实，提出一些想法，以期读者能从这种具体考论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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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俗文学篇一　古代民间文学(一)神话(二)传说(三)故事(四)笑话二　古代俗文学(一)俗赋(二)变文(三)
宝卷三　古代作家文学(一)诗歌(二)小说民俗文献篇一　神话传说文献(一)一般神话传说文献(二)《山
海经》二　岁时节令文献(一)一般岁节文献(二)宗懔《荆楚岁时记》(三)杜台卿《玉烛宝典》(四)陈元
靓《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附录(一)部分民俗学家介绍(二)主要引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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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俗文学是介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若就主要特征而言，民间文学一般是集体的
口头传承，作家文学是个体的新创，俗文学则是粗通文墨之士的通俗表达。
俗文学不仅在风格趣味上接近民众，在内容上也会涉及民俗现象或民间文学题材，因而也是民俗文学
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俗文学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向来作为作家文学主体的诗歌、辞赋、词曲，往往就是先从民
间文学和俗文学发展而来的，如民间乐府对诗歌、民间词对文人词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是最为著名的
事实。
再如敦煌俗文学对宋代以来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可以改写文学史，或者说没有敦煌俗文学，其
后的文学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这里更为关注的俗文学，是那些较多涉及民俗现象或民间文学题材的部分，也就是说，民俗文学
既要考虑到通俗的一面，也还必须兼顾民俗的一面。
这里仅对古代俗赋、变文和宝卷略作介绍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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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在逐步探索的过程中写成的，其间经历了多年教学、研究中的阅读和思考，以及近一年的
写作阶段。
原计划是为研究生写出概论性质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初定题目为“文献民俗学导论”，初拟纲目大
体包括绪论、民俗事象篇、民俗文学篇、民俗文献篇等几个部分，试图建立从古代文献角度研究民俗
的全新学科体系。
但各篇所涉甚广，特别是民俗事象包罗万泉，民俗文献浩瀚繁多，这在计划的有限篇幅内似难面面俱
到，故中途改变初衷。
现仅着重讨论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前者偏重于与民俗相关的文学现象，后者偏重于神话传说与岁时
节令文献，即使如此也还不能全面涉及。
甚至一些重要的论题也尚未触及。
改变计划特别是缩小范围，是为了能有较多的篇幅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也是为了这种目的，学界讨论巳多或著者本人已有相关成果者基本从略，从而可以较为充分地讨论一
些新问题，揭示一些现象，考辨一些史实，提出一些想法。
以期读者能从这种具体考论中得到启示。
当然，其论析是否合理，考证是否得当，尤其是以点带面方式导致的管窥蠡测，挂一满万，还有待读
者批评，方家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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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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