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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内容概要

《民间叙事文学研究》收录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师生近20年来所取得的部分代表性成果，
其中也包含了他们所聘请的几位客座教授的学术报告或论文，大部分论文曾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过并产生过一定影响。
《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所聘请的海内外客座教授与该校民
间文学专业师生的学术交流，既有对民间文学理论、现状、发展前景总体上的思考，也有对某个具体
问题的深入探析；第二部分是神话与传说研究，包括洪水神话、鲧禹神话、月亮神话、民间传说与史
官文化等；第三部分是民间故事研究，包括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民间故事的传播途径、中国灰姑娘
故事研究、“鱼姑娘”故事研究等；第四部分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以民间叙事文学
为中心，多层面、多视角地进行研讨，对中国各族民间叙事文学进行了爬梳、辨析与整合，将发扬中
国固有学术传统和追踪国际先进学术潮流相结合，开拓了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境界，对我国民
间文学的研究必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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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书籍目录

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书系总序导师论评日本和中国的民间故事交流国际民俗学现状与故事研究民间文学
民间办——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情节单元”释义——兼论俄国李福清教授之母题”说读李福清博士
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关于《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的讨论《楚辞》民俗神话与太平洋文化因子英雄
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神话与传说研究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
—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中国上古神话与崇土意识初探鲧禹神话新解—
—从原始巫术破译鲧禹神话莫一大王原型显、隐结构内涵与壮民族文化心理盘瓠形象对瑶族文化的影
响葫芦生殖象征意义的符号生成月亮神话母题的象征——月中神格动物的来历与演变一个古老神话的
再生与传承——湖北长阳廪君神话考察报告俄狄浦斯型故事在西方的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中国民间故事
的艺术世界从信息论看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中日异类婚故事比较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
事研究生命底蕴的拓展——“鱼姑娘”型故事初探中国虎故事的类型研究来自龙宫的“女强人”——
“龙女”故事解析“解难题”母题的文化人类学溯源唐代狐精故事论析中国“狼外婆”故事类型浅析
从《皇帝的新装》看安徒生童话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试论仙桃民间故事火塘文化与民间故事传承
——关于刘德培故事讲述背景的研究之一富有民族特色与学术个性的巨著——评刘守华著《中国民间
故事史》其他附录一　刘守华民间文学论著索引附录二　刘守华学术成果评论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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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精彩短评

1、以刘守华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民俗论文集子，内容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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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章节试读

1、《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笔记-第190页

        原始人类最初的行为符号包括法术和巫术。法术是以主体自身的摹仿性动作来影响幻想实现的对
象；而巫术则意在借助外来神力来控制幻想的对象。

2、《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笔记-第187页

        表象是原始思维的基础。表象思维的形成使得原始人类最终挣脱了本能的束缚而开始形成了一种
新的意指性的思维方式。在意指性思维活动中，原始人赋予表象某种意义，尽管这一意义最初是情感
的而非解释的。但是，表象与意义的对应，标志着人类主体心理的进步，是人类作为符号动物的起点
。表象的叠加与累积，最终导致了原始人类的集体表象的形成。
尽管表象思维的基本特征还停留在情感性、神秘性和互渗性上，但这却不影响原始人表象思维的作用
和意义。人类心理深处的各种无意识原型便大多来自原始人的表象思维。荣格在谈到集体表象时指出
：“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的表现’一词是指哪些世界的原始观念中的形象符号，但也同样适用
于无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原始人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各种表象的叠加与重复
过程中发现，表象与特定的结果总是相联系的。这样，原始人逐渐建立了一种基本的主客体间意义的
对应。

3、《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笔记-第62页

        刘守华与李福清就道教仙话、佛教传说等为何不能归为神话的讨论。对神话与传说的界定一直有
些迷茫，看了刘守华的回信大概有了些轮廓。（刘守华）我以为神话首先是一种古老的、带有原始性
的口头语言艺术，不是任何一种神奇幻想故事都能视之为神话。佛教、道教等人为宗教出现之后，作
为宗教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关于宗教偶像神奇事迹的种种叙说，因已离开神话的原始性和艺术虚构的
不自觉性，不宜把它们作为神话看待。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过程中，集成总编委员会
于1987年5月印发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指出：“后世宗教神佛的故事，其事件一般发生
在人所经历的历史时代，神奇幻想的比重及其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中国神话不同，其形象的构成方式也
不同于古代神话把自然形象化，而是把现实的人（许多是历史人物）神化。某些群众对他们也有所信
奉，但故事本身大多是借其神通表现某种现实的愿望，或表现其在人世的神奇经历等。因此，从民间
文学角度来看，一般不把它们作为神话看待，而归入传说。”附
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XZX198302006.htm

4、《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笔记-第91页

        从原型结构看象征思维在神话中，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神的结婚与生死）是完全浑然一体、不
可分割的，因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尚未得到理性的认识；在史诗中，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已经有
了分离，表现为平行对应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是由于自然的必然性已经部分地被理性之光所照
亮⋯⋯
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说，原始人只有对他能够做出解释的事物才不会感到惊恐，不管这种解释荒
谬到何种程度。儿童心理学的观察也表明，孩子成长到一定年龄，会产生某种“解释癖”，即对众多
的陌生事物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神话的发生看作是史前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象征解释，那么
史诗作为神话的历史化或历史的神话化，又何尝不是迈向文明门槛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象征解释呢？
还是老问题，中国汉民族为何没有史诗？
附：叶舒宪《英雄与太阳》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678981/

5、《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笔记-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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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民俗学派历史地理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学派、口述模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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