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间文学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间文学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811087130

10位ISBN编号：7811087138

出版时间：2009

出版时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毕桪

页数：3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间文学教程>>

内容概要

本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
这是一部为民俗学专业、文学专业本科生“民间文学”课程编写的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民俗学、民
间文学、民间文化诸方向研究生必读书目或参考教材。
　　本教程在编写中，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种语言文字记载的民间文学这样一
个基本前提来阐述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强调中国民间文学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背景下的民间
文学，并且从这一立场出发运用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材料，来讨论民间文学基础理论问题。
本教程希望学习者能够立足本土，关照世界，开阔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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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民间文学又不仅仅是口头语言的艺术，它同时还是表演的语言艺术。
任何民间文学作品都必须面对听众（者），都是在面对听众表演的过程里来创作和传播的。
这种表演有自己的一套规律，它至少包括了语言的铿锵顿错、声调的抑扬高低以及讲唱者的面部表情
、手舞足蹈等等，以至表演的范式、规律，同时也包括它的演唱或讲述空间。
民间文学的讲或唱在表演的过程里实现着讲唱者和听众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从而完成其创作、传播
和传承。
民间文学的表演、创作、传播、接受是同时完成的，它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又不完全等同。
不仅如此，民间文学还是现实生活里具有实际功能的语言形式，它的创作、流传、保存和实际生活紧
密结合在一起。
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保存者、传播者和享用者是一致的。
人们用它表达信仰、规范行为、传授知识，达到群体的认同，用它宣泄感情、获得心理补偿，用它愉
悦身心、情感交流等等。
因此，民间文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
关于民间文学定义科学地认识并且定义民间文学，确定它的概念，是界定民间文学的范围，认定哪些
是民间文学，哪些不是民间文学的依据。
这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关系极大。
为民间文学定义，仍然需要从定义“民间”的概念开始。
我们注意到，无论就民间文学的类别来讲，或者就作品来讲，都可能是属于某一部分人的：儿歌是属
于少年儿童的，歌谣里哭嫁的歌是属于嫁娘的；在民间故事里，那些反抗压迫的故事是属于被压迫阶
级的，那些智女故事是属于妇女的⋯⋯如此等等。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类别或作品并不属于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而是属于全民族的，为全民族所
拥有和享用。
因此试图用任何某种社会属性的概念来概括“民间”都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似乎又不能不给“民间”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
在这里，我们用“群体”来定位“民间”。
所谓“群体”应该是包括不同的层次范围：1.民族的；2.阶级的；3.阶层的；4.性别的；5.年龄段的等
等。
在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总是使用一个民族的通用语言，总脱离不开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
的审美习惯，脱离不开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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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文学教程》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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