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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灰姑娘故事研究的缺憾

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

故事分类学》一书中说“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

名的要算《灰姑娘》了”①。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流传的民间故事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对它的研

究可谓多如牛毛。

最早关于“灰姑娘”型故事的系统性研究可以

追溯到 1893 年玛丽安·罗福尔·考克斯（Marian

Roalfe Cox）出版的《灰姑娘：345个关于灰姑娘、猫

①〔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中国民间文学前沿讲坛》专题主持人语】 2020年11月19日，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岗龙教授

以“灰姑娘的两次婚姻”为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做了讲座并展开交流。陈岗龙

教授在故事学方面耕耘多年，颇有建树，也对蒙古民族文化和蒙古民族民间文学有独树一帜的研究。本

次讲座陈岗龙教授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对灰姑娘故事进行更多蒙古民族异文补充的基础上，分享了他在

长期思考后对灰姑娘故事做出的新解读，以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辅以故事与仪式的关系分析，创

造性地为理解灰姑娘故事及其文化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以下第一篇为主讲人陈岗龙教授的文章，第二篇为讲座现场问答及2021年1月7日学生们自主讨论

内容的记录。（陈泳超 北京大学教授）

灰姑娘的两次婚姻

●陈岗龙

摘 要：灰姑娘的故事是全世界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故事类型之一，尤其是《格林童话》中通过试穿水晶鞋与王

子结婚的灰姑娘故事（AT510A）已经成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标准版本。但是，还有很多地区和民族流

传的灰姑娘故事中，灰姑娘和王子结婚之后仍然要经历死而复生的种种磨难，最后才得到幸福，这样的

故事结构被认为可能是灰姑娘故事和另一个故事类型“黑白新娘”（AT403）结合而成。我们考察了世

界各地蒙古民族中流传的31个灰姑娘故事文本，发现蒙古民族灰姑娘故事的两种系统，并且两种系统

的故事形成过程都与相关的婚姻仪式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把灰姑娘故事作为整体进行考量，窥见灰姑

娘故事的复合型结构中存在两次婚姻的印迹，第一次婚姻可能是普罗普所说的“小妹妹的婚姻”，第二

次婚姻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由此看来，灰姑娘的故事可能并不是简单的试穿水晶鞋就和王

子结婚的浪漫故事，可能有更为古老的文化起源。至少在蒙古民族灰姑娘故事中，灰姑娘的婚姻可能

经历过这样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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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2568（2021）04-0030-15 中图分类号：I106.7 文献标识码：A
作 者：陈岗龙，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阿尔泰系诸民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8ZDA272）阶段性成果。本文使用的“蒙古灰姑娘故

事”概念包括我国蒙古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和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国外蒙古民族中流传的灰姑娘

故事。文中“蒙古异文”的范畴也同“蒙古灰姑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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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灯心草帽的故事、摘要和图表以及中世纪异

文的讨论和注解》①一书，以当今的目光来看，此书

中收入的部分故事文本与目前常用的AT分类法

中描述的灰姑娘故事并不一致，但其也体现出巨

大的资料价值。中国的灰姑娘故事研究，早期有

丁乃通先生的《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

事》，收入《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提出了《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丁乃

通明确地说，《酉阳杂俎》的《叶限》是见诸记载的

最早的完整的灰姑娘型故事，而且这故事有可能

（并未断定）首先源于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②刘

晓春是继丁乃通之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灰姑娘

故事的学者，他谈到了丁乃通没有涉及过的更多

北方民族的灰姑娘故事，但是刘晓春的研究中依

然没有谈到我国蒙古族的灰姑娘故事。

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搜集和研究世界范围内

蒙古民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在研究过程中逐

渐发现灰姑娘故事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认

真反思的问题。从考克斯小姐的书开始，灰姑娘

故事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取

得的成就完全可以代表国际学界民间故事理论研

究的发展水平。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中流传的灰姑

娘故事逐一得到研究，专门搜集和研究某一特定

国家和民族的灰姑娘故事来填补或弥补国际性的

灰姑娘故事研究已经成为灰姑娘故事研究的一个

重要模式。

以往的灰姑娘故事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围绕“试鞋”母题展开的各种单个情节母题的

讨论及其文化史的分析，但是因为缺乏历史研究

的有力支持，各家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二是

关于灰姑娘故事的东西方起源问题的争论，在国

际和国内学界延续了多年，但是因为缺乏证据，最

后只能搁浅。可见虽然成果丰富，但灰姑娘故事

仍然给我们提供了更广大的研究空间。

以往学者们大量使用母题和类型作为工具进

行灰姑娘故事的研究，纯粹的母题研究和类型研

究能够反映和说明一些问题，也是我们研究民间

故事的基本工具和研究步骤，但它们仍然有局限

性，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能让它成为我们

推进研究的约束力。同时，在灰姑娘故事作为一

个整体故事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讨论是很不充

分的，本文正想在这个方向做出探索。

在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

灰姑娘的故事涉及三个故事类型：AT510（AT510B）

“灰姑娘型”、AT511“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和

AT511A“小红牛”。本文将以AT510和AT511故

事作为讨论核心。

（一）AT510“灰姑娘型”故事主干情节

1. 女主人公受到迫害

a）继母及其女儿虐待她；

a1）住在炉边或者灰上，因此得名灰姑娘，

Cinderella，cinder是梵语“灰尘”的意思，现在的蒙

古语中灰尘也这么叫；

a2）穿褴褛的衣服；

b）因为父亲想娶女儿，所以女主人公从家中

逃走；

c）因为女主人公说她对父亲的爱像盐，所以

被父亲赶出家门；

d）仆人受命要杀女主人公。

2. 魔法帮助——灰姑娘在做苦活时得到

帮助或者食物

a）她死去的母亲帮助她，往往都是死去的母

亲变成一头母牛来帮助她；

b）母亲坟墓上长出的树帮助她，从树上掉下

①Cox，Marian Roalfe：Cinderella：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Variants of Cinderella，Catskin，and Cap O’Rushes，abstracted

and tabulated. London：David Nutt for the Folklore Society，1893.
②丁乃通《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李扬译，载陈建宪等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98-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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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c）超自然神灵帮助她，或者她的教母帮助她；

d）鸟儿帮助她；

e）山羊、绵羊或者奶牛帮助她；

f）山羊或者母牛被杀以后遗骸长出魔法树帮

助她。

3. 王子的舞会

a）她穿着美丽的衣服跳舞的时候一个王子爱

上她，或者王子在教堂对她一见钟情；

b）她暗示或者示意自己忍受做女仆的处境；

c）她在家中或者教堂见到华丽的衣服。

4. 考验身份

a）她通过穿鞋而被确认为新娘；

b）在王子喝的水中或面包里发现她的戒指而

确认她是寻找的新娘；

c）只有她能摘下母亲坟墓上长出的树结出的

金苹果给王子吃。

5. 灰姑娘与王子结婚

6. 盐的价值

父亲最终明白她所说的“爱父亲像盐”这句话

的意思。

这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也是《格林童话》中

收录的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

（二）AT511“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的主干

情节

在阿尔奈和汤普森的索引中对AT511“一只

眼，两只眼，三只眼”概括得比较简单：

（1）灰姑娘被她的母亲（继母）虐待，放牧山羊

的时候经常饥饿；

（2）一个老妇人给她一个魔法的桌子或食物；

（3）姐妹模仿她，但是受到惩罚；

（4）动物尸体上长出黄金树，只有灰姑娘才能

摘下树上长出的果实给王子吃；

（5）灰姑娘成为王子的妻子。

在《国际民间故事类型：分类与文献》中对

AT511“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的概括是：

（1）继母不让主人公（两只眼）吃饱就叫她去

放牧或者纺线；

（2）她向奶牛（红牛、祖母或者老婆婆）诉说自

己的苦命，有人给她食物或者帮助她完成任务；

（3）继母知道秘密后叫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只

眼，三只眼）去替灰姑娘放牧或纺线，但是她们忘

了警告睡着了，没有得到食物或者帮助，向母亲告

奶牛的状；

（4）继母决定宰杀奶牛，奶牛告诉灰姑娘把它

的骨头收起来埋了，后来埋骨头的地方长出树帮

助灰姑娘；

（5）一个富人见到树并要求摘下果实，两个姐

妹谁都无法摘下果实，只有灰姑娘能摘下果实，于

是灰姑娘和富人结婚了；

（6）树把姐妹俩的劣迹说出来，继母及其两个

女儿受到惩罚。

（三）AT511A“小红牛”的故事主干情节

（1）牛的帮助：一只眼、三只眼的继父和两只

眼受到继母及其女儿的残暴虐待，主人公得到有

魔法的红牛的帮助，红牛的角提供食物给主人公；

（2）继母发现红牛的秘密，假装生病，要求吃

红牛的肉；

（3）飞走：红牛用角载着主人公飞到黄铜、白

银、黄金森林，遇到其他野兽或动物，红牛死去；

（4）魔法牛角：主人公带着牛角，牛角给她提

供了财富和成功的经验。

AT分类法中对灰姑娘故事的描写，阿尔奈、

汤普森的故事类型索引中对灰姑娘故事的描述

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到底指

的是哪个故事？除了明确的单一回合的AT510、

AT511故事类型之外，还有很多灰姑娘故事讲的

是灰姑娘结婚以后继续受到继母及其女儿的伤

害，经过苦难最后复活并重新获得幸福。对这样

的故事，这些索引的描述往往是“这个故事接下

来和AT403‘黑白新娘’类型结合在一起”，这种

表述的意思是AT510、AT511和AT403都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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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类型，这些灰姑娘故事是由其中两个不同

故事类型复合而成的。索引还提到“这一类型常

与其他一个或者多个类型相结合，特别是372A，

403，480，510B，也 有 408，409，431，450，511，

511A，707，923”。那么这些故事类型的结合是随

意的吗？

2004年，德国学者汉斯-约尔格·乌特进一步

完善和丰富了阿尔奈-汤普森索引，完成了《国际

民间故事类型：分类与文献》一书，资料大大丰富，

并提炼出了“灰姑娘型”的主要母题。从这些索引

及文献中可见的灰姑娘故事文本相当可观，按照

《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文献与分类》中列出的

AT510A、AT511和AT403故事文本的分布，将这些

文本的分布做成对照表，如表1：

表1 世界各地AT403（黑白新娘）和AT511（灰姑娘）故事类型分布对照表

芬兰

爱沙尼亚

利沃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拉普兰德

瑞典

挪威

丹麦

法罗群岛

冰岛

爱尔兰

法国

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

葡萄牙

荷兰

弗里西亚群岛

卢森堡

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

科西嘉岛

撒丁岛

马耳他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楚瓦什

摩尔多瓦

奥塞梯

雅库特

卡尔梅克

布里亚特

蒙古国

格鲁吉亚

巴勒斯坦

黎巴嫩

约旦

伊拉克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卡塔尔

伊朗

印度

缅甸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中国

韩国

日本

墨西哥

古巴

巴西

西印度群岛

智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事异文分布乌特索引编号 403 511 故事异文分布乌特索引编号 403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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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表1，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个故

事类型的分布实际上是重合的，彼此之间应该有密

切的联系。当然，某些地区应该流传着相关的故事

文本，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因此无法在表格中完全

详尽地对照出来。但依靠目前的材料可见，这些故

事类型的分布彼此非常接近，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两种可以思考的方式：第

一种，与 AT 分类法描述的思路相同，AT511 或

AT510加上了AT403之后变成一个复合故事，成

为我们看到的灰姑娘故事，这就是故事从简单到

复杂发展的思路。第二种思路是，是否可能原来

的灰姑娘故事就是一个长故事，后来这个长故事

分解成两个故事或者三个故事？也就是说

AT511、AT510和AT403都是从原来的一个大故事

里分出来的，之后各自演变成独立的类型。

以上两种思路，代表灰姑娘故事可能存在的

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事形态与演变轨迹。那么，灰

姑娘故事到底是复合的故事还是分解的故事？灰

姑娘故事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格林童话》中那

样，即少女得到神奇帮助从而获得婚姻和幸福的

普通故事吗？还是说灰姑娘的故事是一个具有古

老起源的有关女性婚姻仪式的复杂故事？AT511

和AT403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

AT511＋AT510A＋AT403 原来就是一个完整故

事，后来分解成AT511和AT403两个故事类型，那

么这几个故事类型中哪一个是核心？它怎样吸引

了其他的故事类型？

普罗普在《魔法故事的历史起源》中说：“我们

知道了单个母题的来源，但却不知道它们在情节

展开过程中其顺序的来源，不知道故事作为一个

整体的来源。”①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指出故

事的“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② ，实际

上，故事内部的顺序和结构都是始终如一的。在

笔者所见的灰姑娘故事中，“试鞋”母题从来不会

出现在灰姑娘被害变成鸟、变成火种的母题后面，

AT511＋AT510A＋AT403的顺序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灰姑娘故事进行“整体故事”的

研究，探讨其母题的顺序、相互联系和结构的稳定

性，从而准确把握灰姑娘故事的性质。

本文将通过考察一批具体文本来反思上文所

①〔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465页。

②〔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

斯诺文尼亚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希腊

索布

波兰

俄罗斯

乌克兰

土耳其

犹太地区

√
√
√
√
√
√
√
√

√
√

√
√
√
√
√
√

√

埃及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苏丹

东非地区

纳米比亚

博茨瓦纳

南非

马达加斯加

√

√

√
√
√
√
√

√
√
√
√
√

√

√

故事异文分布乌特索引编号 403 511 故事异文分布乌特索引编号 403 51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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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灰姑娘故事研究中的理论问题。笔者主要讨论

蒙古民族和突厥语民族灰姑娘故事中互相联系的

一组文本，它们基本是AT511或AT510A与AT403

“结合”的故事文本。这组灰姑娘故事讲的是灰姑

娘结婚以后继续受到继母及其女儿的伤害，经过

苦难最后复活并重新获得幸福，即“这个故事接下

来和AT403‘黑白新娘’类型结合在一起”。以往

的灰姑娘故事研究虽然很丰富，但是没有人系统

研究过蒙古民族的灰姑娘故事，本文正可以在此

处进行填补。

二、蒙古灰姑娘故事：两个系统

目前，笔者搜集到31个文本（异文），足够系

统地探讨世界各地蒙古民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

（下面简称“蒙古灰姑娘故事”）。①这些蒙古异文

涵盖了灰姑娘故事的几个亚类型。文本中的

Mon1、Mon2和Mon31是典型的AT510类型，而更

多的蒙古异文是包括女主人公结婚以后被狠心的

同父异母姊妹冒名顶替的“黑白新娘”情节的

AT511与AT403结合的复合类型。虽然Mon6（《最

小的姑娘》）和Mon16（《神马》）在我国内蒙古鄂尔

多斯和青海流传，但“对父亲的爱像盐”这个类型

似乎不是世界各地蒙古民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

类型的主流。而讲述男主人公的受苦和冒险的灰

姑娘故事类型，我们只见到Mon20一例。

同一民族中流传的同一个故事，可能存在情

节上的重大差异，也可能显示出故事流传具有两

个不同的源头。通过对故事文本特征和流传地区

的考察，笔者把这些蒙古灰姑娘故事文本分成了

两个系统：一个是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灰姑娘故

事，与新疆其他民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和欧洲

灰姑娘故事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另一个系统是

青海蒙古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与藏族的灰姑

娘故事属于一个传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汉学家施文林（Wayne

Schlepp）的《灰姑娘的故事在西藏》（Cinderella in

Tibet）②一文中详细研究了藏文《尸语故事》中的灰

姑娘故事类型。这个藏文《尸语故事》是蒙古国学

者呈·达木丁苏伦院士1962年公布的。呈·达木

丁苏伦院士1962年公布的藏文《尸语故事》中第

十一个故事叫《蟒古思妖婆欺骗姑娘唆使姑娘杀

死亲生母亲后母亲的灵魂保护女儿向蟒古思母女

报仇并让女儿当上可汗夫人的故事》，情节梗概如

下：有母女俩和蟒古思妖婆母女俩。女儿到蟒古

思妖婆家借火种，蟒古思妖婆唆使女儿杀死母亲

后住到自己家。姑娘的母亲转生为蟒古思的一头

奶牛，并给女儿各种好吃的食物。蟒古思妖婆的

女儿放牛，奶牛在蟒古思女儿怀里拉屎。蟒古思

妖婆杀死奶牛。姑娘按照奶牛吩咐，要了奶牛的

四条腿、四只蹄子和一节肠子，埋到门槛下。可汗

举行盛大聚会。母亲的灵魂变成鸽子飞来帮助女

儿分种子。牛皮、蹄子和肠子变成华丽的衣服、靴

子和腰带，姑娘穿上后去参加聚会。姑娘跑回家

时把一只靴子掉到河里。可汗的牧马人捡到靴子

并交给可汗儿子。可汗儿子凭靴寻人，与姑娘结

婚。蟒古思女儿来探亲，把新娘推进湖里，害死了

新娘，冒名顶替成了可汗夫人。姑娘的灵魂变成

鸟，告诉可汗儿子自己的遭遇。救她的办法是把

小鸟包在五色绸缎中，请僧人念诵七天的超度

经。而且，女主人公还告诉可汗消灭蟒古思女儿

的办法，在假王妃的座位下挖一个深坑，蟒古思女

儿坐上去就会掉进坑里，然后倒进燃烧的炭火，女

主人公复活后去蟒古思妖婆家并报了仇。③

从故事情节上看，青海蒙古族中流传的灰姑

①故事列表及出处见附录。

②Wayne Schlepp，Cinderella in Tibet，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ume 61，2002，pp.123-147.
③额尔敦巴雅尔译《魔尸传》（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8-121页。额尔敦巴雅尔翻译的就是呈·达木丁苏

伦1962年公布的藏文《尸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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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故事和藏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基本上和古老

的书面故事一致，可以肯定藏文《尸语故事》中的

这个故事是西藏、青海藏族和青海蒙古族中流传

的灰姑娘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我们在喀

尔喀蒙古（今蒙古国）没有发现口头流传的灰姑娘

故事，而且藏文《尸语故事》中的这个异文也没有

收入蒙古文《尸语故事》中。虽然喀尔喀蒙古族的

喇嘛们能够读藏文《尸语故事》中的灰姑娘故事，

但是并没有做出将其翻译成蒙古语传播的举动。

而青海蒙古族中发现的几个异文，很可能是因为

与藏族杂居而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个异文。

从以上文本梳理和情节分析中，可见青海蒙

古族和藏族的灰姑娘故事应该是同源的，情节中

包含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里灰姑娘试穿鞋子，与

王子结婚，即普罗普理论中的“考验”。第一个回

合中灰姑娘跟王子结婚，则完成了完整的婚礼。

第二个回合，灰姑娘被继母用钢针杀死，这是“伤

害”，而不是普通的“考验”。灰姑娘被杀死以后变

成鸟，再变成其他的东西，最后复活，在容器里面

被发现，与丈夫团聚。在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的这

些灰姑娘故事当中，这两个回合的情节都是完整

的，形成下图（图1）：

图1 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灰姑娘故事

第二个系统是国内新疆卫拉特和国外卡尔梅

克的文本，它们也是AT511和AT403类型“结合”

的故事。例如异文《受继母虐待的孤女》，可汗的

儿子打猎的时候，见到放牛的灰姑娘，爱上灰姑

娘，到灰姑娘家求婚。继母答应了，说好第二天把

新娘送过去，结果后母把灰姑娘推到湖里杀死，然

后让自己的女儿冒充新娘，与可汗的儿子结婚。

灰姑娘被杀死以后变成其他动物，她的姐妹不断

伤害她，最后灰姑娘复活。

异文《拉糖蜜的青牛》中，妖婆送新娘的路上

用食物交换了女主人公的两只眼睛，把双目失明

的女主人公推进枯井里，然后让自己的女儿顶替

新娘，和可汗的儿子结了婚。有对老夫妇救出了

女主人公，女主人公用金戒指换回了自己的双

眼。后来，可汗的儿子打猎来到老夫妇家，见到了

自己真正的妻子，听到了她的遭遇。可汗的儿子

惩罚了妖婆的女儿，和妻子团聚过上了幸福生活。

异文《黑心的后果》中，继母答应去送新娘瑙高

丽，她带着瑙高丽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背着三袋干粮

去可汗的儿子家。在路上，继母及其女儿先吃完了

瑙高丽的干粮，等瑙高丽想要吃她们的干粮，继母

就提出用瑙高丽的眼睛换食物的要求。瑙高丽把

两只眼睛挖出来换了食物，并且继母还逼着瑙高丽

说出了她的灵魂在大海中大鱼的肝里。狠心的继

母让双目失明的瑙高丽掉进沙漠里的枯井之后就

带着亲生女儿查嘎丽来到可汗的家，让自己女儿做

了新娘。最后，瑙高丽遇到善良的老人，老人锻造

了一把蒙古刀，瑙高丽编织了漂亮的刀鞘，老人的

儿子用这把刀换回了继母女儿查嘎丽手中的瑙高

丽的那双眼珠。

从情节上看，卡尔梅克的《受继母虐待的孤

女》、新疆卫拉特的《拉糖蜜的青牛》《黑心的后

果》、内蒙古阿拉善的《查嘎黛和瑙高黛》都属于同

一个叙事系统。阿拉善的故事与卫拉特的故事从

故事情节到故事主人公的名字都高度一致，这使

我们做出阿拉善的故事与卫拉特故事具有共同来

源的猜测。阿拉善的故事很可能是东迁的额济纳

土尔扈特从原来的地方带来的，因此才与新疆卫

拉特的故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那么，这些相同

的故事是从卡尔梅克人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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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如果确实是在他们去欧洲的时候将故事从

新疆带了过去，那么这个故事源头可能就更古

老。但目前我们的故事文本是有限的，对故事的

准确源头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如果卫拉特蒙古人把灰姑娘的故事从新疆带

到欧洲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个系统的灰姑娘故事

传统就相当悠久，它涉及额济纳土尔扈特、西迁的

土尔扈特及卡尔梅克和新疆的土尔扈特，这些人

群中都保持着这一同样的故事传统。而且，食物

换眼睛的母题还常见于和卫拉特蒙古关系密切的

新疆其他民族灰姑娘故事中。

由此可见，卡尔梅克和卫拉特故事中普遍存

在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里，继母害死灰姑娘或者

弄瞎她的眼睛，让自己的女儿冒名顶替做了新

娘。此时伤害已经出现了，因此第一个回合中不

存在灰姑娘的完整婚姻。第二个回合里，灰姑娘

最终恢复人形并与丈夫团聚，她本人才获得真正

的婚姻，形成下图（图2）：

图2 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灰姑娘故事

综上所述，两个系统的灰姑娘故事中都包含着

两个回合，但是青海蒙古族和藏族故事系统中，第

一个回合中灰姑娘获得婚姻，第二个回合中被害再

复活；卡尔梅克和卫拉特故事系统中，第一个回合

里灰姑娘被害、被冒名顶替，自己并未成功结婚，第

二个回合里灰姑娘最终复活才与丈夫团聚。

三、两个回合与两次婚姻

普罗普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博厄斯对印第安

传说的认识，说：“我们开始不仅是熟悉文本，而且

熟悉了哪怕是一个部落的社会组织，情况便全然

改观，这些文本突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现在我

们面前。”①可见故事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所处的环

境会对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故事产生影响，忽略

这些文本中没有明示的信息就无法准确分析故事

的内容。因此，结合蒙古灰姑娘故事背后的文化

传统和历史环境，能够更好地理解灰姑娘故事中

潜藏的意涵。

通过前文对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的灰姑娘故事

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情节：

（1）灰姑娘在野外放牧时得到神奇的帮助，其

中五个文本中都是奶牛（青牛）帮助女主人公，提

供吃的或者穿的。两个文本中是野外蒙古包里的

神秘老婆婆考验女主人公后告诉她用不同颜色的

泉水洗脸的秘密，从而使女主人公越发漂亮。女主

人公通过了老婆婆对她的日常生活美德的考验。

（2）狩猎的可汗儿子对灰姑娘一见钟情，但并

不是马上娶走新娘。可汗的儿子和女主人公定亲

后继母要亲自把继女送过去，从而在路上陷害女

主人公或者在娘家陷害女主人公。而青海蒙古族

的灰姑娘故事中则是女主人公结婚后回娘家探亲

时继母给她梳头时用钢针扎死她，然后用自己亲

生女儿代替了新娘。卡尔梅克和卫拉特蒙古灰姑

娘故事中都没有灰姑娘结婚以后回娘家探亲从而

被狠心的继母或者丑陋的姐妹杀死被顶替的情

节。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灰姑娘故事中，灰姑娘的

①〔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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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提前到来到丈夫家之前（或者其他故事中是

后移到灰姑娘回娘家探亲时）。

（3）灰姑娘被害后重新从婴儿长大，直到十五

六岁才见到丈夫并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说自己的遭

遇。灰姑娘从火种里重生，变成十三岁的少女，或

者灰姑娘从烧柳树的火种里出现并神奇地长大。

没有灰姑娘变成火种的情节的时候，有灰姑娘生

儿子的情节。可见，灰姑娘本身从婴儿开始长大

和灰姑娘自己生孩子的母题是互补的。

在这些共同情节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

注：第一，为什么王子凭鞋寻人，找到灰姑娘之后

不是马上娶走，而是必须第二天继母送过去，从而

导致女主人公被害和冒名顶替？第二，为什么女

主人公必须被害，变成鸟来问丈夫“新娘好不好？”

鸟被杀或投入火中烧死后变成火种被人借走，在

别人家里重新恢复人形并烧火做饭，还让丈夫品

尝其做的饭后才和丈夫见面？第三，为什么灰姑

娘生的孩子被她的异母姊妹抱着去冒名顶替真正

的新娘？

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灰姑娘故事的情节结

构入手。卡尔梅克和卫拉特蒙古灰姑娘故事与青

海蒙古族中流传的灰姑娘故事表现出局部的明显

差异，其中有两个重要情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关

系到故事的整体性。

第一，灰姑娘受害的情节在故事叙事序列中

所处的位置不同，在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灰姑娘故

事中，灰姑娘在第一回合就被杀害，并被继母的亲

生女儿冒名顶替。在青海蒙古族灰姑娘故事中是

第二个回合中，结婚后的灰姑娘在回娘家探亲过

程中被伤害和冒名顶替。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两个

回合的差别。

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灰姑娘故事中，第二个回

合里灰姑娘的被害，实际上完成了她的身份转

换。青海蒙古族灰姑娘故事中，害死女主人公的

方式都是梳头的时候把钢针扎进头顶，而藏族故

事中则是坏姊妹把女主人公推进湖里淹死。在各

地蒙古民族民间故事中女主人公被人用钢针扎头

顶杀死是一个普遍的母题，钢针被取出来，女主人

公又重新复活。实际上，灰姑娘回到娘家以后“母

亲”给她梳头就是给出嫁的女儿用钢针分头，从而

改变其过去的身份，即用钢针扎死了原来的灰姑

娘。这个情节反映的是蒙古民族的婚礼当中的一

个情景：蒙古民族的婚礼当中，出嫁以前的少女不

分头发，结婚以后头发要从中间分开，分头的时

候，还有专门说的词。为姑娘分头的人要说“我们

分的是一只绵羊的头，而不是姑娘的头”。分头仪

式代表的是原来的少女死去，而新娘复活。此后

被害的女主人公变成鸟，被投进火里烧死后变成

火种，被人借走，然后到另一个人家成为会做饭的

女人即主妇，最后被丈夫接回家，就完成了自己身

份的转换。在这些故事中，冒名顶替新娘的妖女

最后显露出铜嘴兽腿的形象，最后被处死，说明在

仪式过程中老妖婆和妖女都是给女主人公出难题

和带来磨难的角色，女主人公身份转换结束后她

们也完成了使命，从而被处死。

也就是说，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灰姑娘故事中

的两个完整回合对应着两个完整的仪式：第一个

回合，灰姑娘通过考验，与王子结婚，是完整的婚

姻仪式；第二个回合重新从灰姑娘被加害开始展

开叙事，并以加害的结束结尾，灰姑娘重新获得婚

姻，也是一个完整的仪式。

而卡尔梅克和卫拉特蒙古灰姑娘故事的第一

个回合中灰姑娘本身没有结婚，而是被加害，与可

汗结婚的不是灰姑娘，而是冒名顶替的假新娘，所

以第一个回合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婚姻仪式，因

为仪式的主角不是灰姑娘。第一个回合的讲述也

不是一个有完美结尾的独立的叙事单元，故事不

能在此处告一段落。只有完整讲述完第二个回合

的情节以后这个仪式才算结束，仪式的主角才变

成真正的灰姑娘。

因此，笔者认为卡尔梅克和卫拉特蒙古灰姑

娘故事中的两个回合不是独立的两个故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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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像类型索引中描述的那样看作是AT511和

AT403两个互相独立的故事类型黏合在一起。

第二，卡尔梅克和卫拉特故事中可汗儿子娶

灰姑娘的时候，继母把新娘藏起来，不让可汗儿子

见到新娘，而在青海蒙古族灰姑娘故事中，最后丈

夫在容器里发现妻子。这两个母题的内涵是相

似的。

青海蒙古族的灰姑娘故事中，被害的女主人

公变成鸟，被投进火里烧死以后变成火种，火种被

人借走，在别人家恢复人形，被锁进箱子里，最后

被丈夫接回家。在藏族故事中变成小鸟的女主人

公灵魂亲自告诉丈夫拯救她的办法。在藏文《尸

语故事》版灰姑娘故事中，把小鸟包在五色绸缎

中，请僧人念诵七天的超度经。错那县流传的《两

对母女》中，将小鸟剁成肉，用绸缎包好，放在一只

玉箱中好好保管，等十五月圆之夜打开。在西藏

自治区班嘎县搜集到的异文中则是把小鸟的尸体

包在五颜六色的绸缎里放上七天，等十五的月亮

刚刚升起时打开，王妃就复活。①而青海蒙古族中

流传的异文中则都是丈夫把小鸟捏死或者装进香

包里，后被假新娘投入火中，然后被借火种的人带

回家，女主人公再次从火种变回原来的人形……

女主人公都要经历被锁进箱子里的程序，而发现

锁进箱子里的灰姑娘的，都是可汗的猫或者狗。

这个母题的另一种变形是卫拉特或卡尔梅克

灰姑娘故事中继母把灰姑娘藏在锅底下，可汗的

鹦鹉或猎鹰发现了灰姑娘。在Mon27《哈拉海巴

音的女儿》中，可汗的儿子来迎娶妻子，继母把女

主人公扣在锅底下，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抱着阿里

班巴坐在七层帘子后面，红靴子只能塞到她的脚

尖。可汗儿子的鹦鹉发现扣在锅底下的女主人

公。Mon20中，可汗儿子寻找靴子的主人来到灰

姑娘家里，继母把瑙高丽藏到大黑锅下面，对可汗

的儿子说：“我们的女儿不能让陌生人见她的脸，

否则她会死去。”就把瑙高丽的一只脚从锅下拽出

来试穿靴子，于是可汗的儿子就确认瑙高丽就是

自己的未婚妻，嘱咐继母搬到汗宫里去就先走

了。把灰姑娘藏在锅底下或者馕坑里的母题也见

于新疆其他民族的灰姑娘故事中。

从故事功能项的角度可以说，锁进灰姑娘的

箱子、藏进灰姑娘的锅或者坑，以及包小鸟尸体的

五颜六色的绸缎，实际上都是同样性质的，那就是

被害的女主人公在容器中被发现，而这个容器和

白雪公主的水晶棺材是同质的。

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灰姑娘故事中第一回合里

继母把灰姑娘藏起来，可以看成是“女主人公在容

器中被发现”情节的提前。不过，我们要清楚，丈

夫从坑里找到新娘是难题，与辨别真假新娘是一

样的，被继母藏到坑里的灰姑娘还是一个没有受

到伤害的受礼者，而锁进箱子里的新娘则是已经

经历过一系列伤害的受礼者。因此，不能把藏进

坑里的新娘简单看作是在容器里发现新娘的母题

从第二回合提前到第一回合的结尾。二者在性质

上是不同的，藏在坑里的新娘是“寻找藏起来的新

娘”的难题，和“试鞋”及“完成任务”的难题一样，

在整个过程中女主人公并不受到伤害。而箱子里

发现新娘则是加害行为的终结，是仪式过程的全

部结束。所以在灰姑娘被藏到坑里的情节中，仪

式过程还没有结束，而从箱子里找到由火种恢复

人形的新娘，与从水晶棺材里发现白雪公主是一

样的，仪式最终结束了。

前文我们提出问题，为什么故事中的丈夫认

不出自己的妻子被冒名顶替了？此时可以进行推

测：可能是灰姑娘在第一回合结婚的丈夫和第二

回合结婚的丈夫不是同一个人，这就是灰姑娘两

次婚姻的关键所在。第一次婚姻是通过难题考验

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中国

ISBN中心，第636-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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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是短暂的；而第二次婚姻则是通过生死离

别的加害来得到的，而且经过了重新出生和成长

的漫长周期，因为第二次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通

过生死离别、遭遇加害最终得到，是终生的婚姻。

通过分析灰姑娘故事，我们认为灰姑娘的第一次婚

姻是普罗普所说的“小妹妹”的婚姻，第二次婚姻才

是特定的与某个男人共同生活的一夫一妻的婚姻。

虽然人类在婚姻史上是否确实经过了这样的

阶段，目前还缺乏民族志的证据，但是这个推断在

故事逻辑上可以成立。结构上看白雪公主和灰姑

娘是相似的，都被继母虐待，被加害而死，最后在

水晶棺中醒来。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生活在一

起，也同样是一种“小妹妹”的婚姻式的经历。

因此，AT510＋AT511＋AT403的灰姑娘故事

文本，用普罗普的理论来分析，可能讲述的是灰姑

娘的两次婚姻，第一个是在集体大家庭中的婚姻，

第二个才是真正的婚姻。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卫

拉特、卡尔梅克的灰姑娘故事看成简单的两个故

事类型“AT511（或AT408）＋AT510”和“AT403”两

个独立故事类型的随意结合，而这些情节本来就

是完整地讲述一个女孩子完成全部婚姻过程的故

事。往往故事的结尾，假新娘被杀死，因为她已经

完成了使命。

在从故事回合入手的整体观照之外，文本中

还存在种种可供分析的细节，能够作为本文论述

的更多证据。

我们可以发现，在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灰姑

娘故事中，“用食物交换女主人公的眼睛”和“女主

人公被害后陆续变成动物和其他物件”的情节从

来不在一个故事文本中同时出现。普罗普在《故

事形态学》中说：“有两对功能项极少在同一个回

合中同时出现，甚至少到排斥会被认为是符合规

律的，而放在一起则是打破规律。”①虽然普罗普这

句话谈论的是“与对头——加害者交锋和战胜他”

以及“难题和对它的解答”两对功能项，但是这个

论断同样适合于我们讨论的这两个情节的分析。

笔者认为，这两个情节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功能项，

由此构成的故事也体现出不同的性质。

同样的道理，在故事的开始，奶牛帮助女主人

公的母题和老婆婆帮助女主人公的母题也不会同

时出现在同一个故事中。这是因为神奇的奶牛和

神秘的老婆婆都是赠与者，其角色和功能是一样

的，两者互相排斥，一个出现，则另一个肯定不

出现。

这样一来，我们能得到灰姑娘故事中第一回

合难题考验的两种模式：神奇的奶牛帮助女主人

公（A1）和神秘的老婆婆考验女主人公（A2）；第二

回合加害女主人公也有两种模式：食物换眼睛

（B1）和杀害女主人公以及女主人公复活（B2）。第

一个环节和第二个环节的母题可以随机搭配。

以下为部分异文中难题考验和加害母题对照

表。（表2）

①〔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97页。

表2 难题考验和加害母题对照表

故事异文

受继母虐待的孤女

毛海和赛海俩

哈拉海巴音的女儿

花母牛的女儿

拉糖蜜的青牛

黑心的后果

灰种绵羊

第一回合 难题考验

A1
A1
A2
A1
A1
A2
A1

第二回合 加害

B2
B2
B2

B1+B2
B1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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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故事蒙古异文中女主人公的受害，大

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继母用食物交换

灰姑娘眼睛的系统；另一个是继母或其女儿害死

灰姑娘后灰姑娘灵魂变成鸟和其他物品的系统。

在食物交换眼睛的情节中，继母用食物把灰

姑娘的眼睛换走，失明的灰姑娘后来遇到好心人

用某种东西把她的眼睛又换回来。考克斯女士的

第281个文本就有类似情节，继母（或其女儿）剜

了女主人公的一只眼睛，后来女主人公用无花果

换回眼睛。普罗普也提到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有这

样的母题，被弄瞎双眼的姑娘绣了一顶奇妙的王

冠，将它交付给心怀歹意的女仆，女仆以眼睛换取

王冠，眼睛就这样失而复得。

用眼睛换食物的母题的起源可能与女主人公

要经历一段黑暗时期的仪式有关系。善良的女主

人公把自己的食物先给继母母女俩吃，而自己需

要食物时则必须付出失明的代价，而且被推进井

里，但是很快会被人救起。此后女主人公虽然眼

睛失明，但是要绣出给丈夫的漂亮刀鞘或王冠，从

而获得重见光明的权利。

在这些故事中，黑心的继母或者狠心的姐妹

完好地保存着灰姑娘的双眼，灰姑娘还可以用黑

暗中绣的刀鞘来换回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情节并

非为了体现继母或姐妹的一丝善意，而是以失去

眼睛再复明的整个过程代表灰姑娘完成了黑暗时

期的考验，可以重见光明，与普罗普说的绣王冠是

一样的。卫拉特故事中出现用金戒指换回眼睛、

塔吉克故事中用金砖换回眼睛，以及考克斯书中

记载的用无花果换回眼睛，都是用贵重物品代替

了原来的考验内容。这些情节应该比黑暗中绣王

冠和刀鞘的情节更晚。

在女主人公最终从火种恢复人形的情节中，

为什么总是有借火种的老婆婆出现？为什么女主

人公主动要求老婆婆把自己锁在箱子里，且丈夫

都要到老婆婆家里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故事中

女主人公被害后变成鸟、木屑等母题，在蒙古语文

本中体现为变成火种，是比较特殊的。把女主人

公和火种联系起来，火种被邻居带回家后恢复人

形并积极做家务活，这是对家庭主妇的体现。如

果说，“换回眼睛”母题里的父子是次要角色，借火

种的老婆婆绝对不是次要角色，因为老婆婆实际

上是主持仪式的女萨满。在蒙古民族民间故事中

有许多女主人公因为贪玩熄灭了火而去老婆婆家

里借火种从而被老妖婆抓住的故事。普罗普也在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谈到老妖婆的炉灶，火

带有积极的意义，①可以使人返老还童。

当我们认同老婆婆是女萨满的角色之后，会

发现蒙古灰姑娘故事中存在普罗普所说的角色同

化现象：《受继母虐待的孤女》《毛海和赛海俩》中

的放牛老人和维吾尔族故事中砍树的老人实际上

就是借火种的老婆婆的角色同化。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把第二回合中的“灰姑娘

被狠心的继母或者姐妹杀死——灰姑娘变成鸟、

变成树、变成火种——被借火种的老婆婆接到家

里并在那里重新恢复人形——被藏到箱子里——

丈夫在箱子里发现妻子”情节复原成这样的仪式

过程：新娘被主持仪式的女萨满（=继母、姐妹）杀

死后经过各种磨难后重生并和丈夫团聚。这其

中，在借火种的老婆婆家里度过的一段过程可以

看成是主持仪式的女萨满把灰姑娘接到自己的住

所让她康复或复活。在箱子里发现和在老婆婆屋

子里发现灰姑娘的情节在功能上是相同的。我们

把两个情节连接起来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灰姑

娘在女萨满的主持下被杀死和不断受伤害，并在

女萨满的主持下得到康复和重生，然后女萨满把

灰姑娘交给其丈夫。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把灰姑娘故事的两个回

合［“AT511（AT510）＋AT403”］当作一个完整的故

①〔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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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来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AT511和AT403

不是随便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独立的故事类型，而

是完整的灰姑娘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 语

通过对31个蒙古灰姑娘故事文本的梳理和

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最初的灰姑娘故

事可能是一个讲述灰姑娘的两次婚姻、由难题考

验和加害两个回合组成的完整的仪式故事，它对

应着青海灰姑娘故事的情况。后来故事向两个方

向发展：一个是两个回合的故事分解成AT510和

AT403两个独立的类型，成为以《格林童话》为代

表的典型西方灰姑娘故事，即分解后的“半个灰姑

娘故事”；另一个是两次婚姻逐渐演变成一次婚

姻，灰姑娘从故事的开始就受到难题考验和加害，

卡尔梅克和卫拉特蒙古的文本正是这个发展道路

上形成的灰姑娘故事。

同时需要说明，本文通过以这批文本作为分

析对象得出的结论，并不能随意地直接套用于全

世界范围内流传的灰姑娘故事文本。要保证在本

文掌握的材料范围内得出的结论保持其效力，决

不能简单做出扩大化的理解。但这个结论对于我

们理解灰姑娘故事的形态、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文

化传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推进。

附录 故事异文列表

Mon1

Mon2

Mon3

Mon4

Mon5

Mon6

Mon7

Mon8

Mon9

Mon10

内蒙古乌兰察布

内蒙古阿拉善盟

内蒙古阿拉善盟

内蒙古阿拉善盟

内蒙古阿拉善盟

内蒙古鄂尔多斯

内蒙古鄂尔多斯

内蒙古鄂尔多斯

内蒙古鄂尔多斯

青海

灰姑娘

Toirom keüken

湖的女儿

查嘎黛和瑙高黛

小红花

最小的姑娘

Abai-yin sirga

阿拉坦吉姆斯的故事

阿拉坦吉格斯姑娘的

故事

贪吃的红奶牛

乌兰察布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出版：《乌

兰察布民间文学》（第一集），第99-104页

策·萨茹娜搜集整理：《溜溜的黑骏马》（蒙古

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6-478页

策·萨茹娜搜集整理：《溜溜的黑骏马》（蒙古

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6-509页

策·萨茹娜搜集整理：《溜溜的黑骏马》（蒙古

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0-574页

策·萨茹娜搜集整理：《溜溜的黑骏马》（蒙古

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1-424页

巴音其木格整理：《斑马驹》（蒙古文），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8-233页

特木尔等编：《神奇的衣裳》（蒙古文），民族出

版社，2009年，第444-455页

特木尔等编：《神奇的衣裳》（蒙古文），民族出

版社，2009年，第489-497页

白音其木格、策·哈斯毕力格图整理：《蒙古族

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蒙古文），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2012年，第179-192页

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整理：《青海蒙古族民间

故事集》（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 305-
310页

异文

编号
流传地区 故事名称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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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11

Mon12

Mon13

Mon14

Mon15

Mon16

Mon17

Mon18

Mon19

Mon20

Mon21

青海

青海

青海

青海

青海

青海

青海

青海

新疆

新疆

新疆

母绵羊的女儿和

母山羊的女儿

绵羊婆婆和山羊婆婆

绵羊姑娘山羊姑娘

神马

绵羊婆婆山羊婆婆

绵羊姑娘山羊姑娘

绵羊姑娘山羊姑娘

神马

拉糖蜜的青牛

黑心的后果

灰绵羊羔

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整理：《青海蒙古族民间

故事集》（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 311-
320页

伊·古·曲力腾汇编：《台吉乃口承文化》（蒙古

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0-227页

苏和讲述，邰银枝录音记录①

额尔登别力格、勒·乌苏荣贵编著：《青海蒙古

族民间文学研究》（蒙古文），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571-572页

齐·布仁巴雅尔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精

粹》（蒙古文，内部资料，）海西州文化局、海西州

民语办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1986 年，第

420-426页

斯钦巴图等搜集整理：《口头文学异文比较集：

青海蒙古史诗与故事》，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

169-180页

斯钦巴图等搜集整理：《口头文学异文比较集：

青海蒙古史诗与故事》，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

181-192页

额尔登别力格、勒·乌苏荣贵编著：《青海蒙古

族民间文学研究》（蒙古文），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995-998页

高·照日格图主编：《新疆卫拉特民间故事（魔

法故事）》（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年，

第299-302页

斯钦孟和收集整理：《巴彦乌兰汗》（蒙古文），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68-279页

高·照日格图主编：《新疆卫拉特民间故事（魔

法故事）》（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年，

第232-236页

异文

编号
流传地区 故事名称 出 处

①感谢邰银枝博士提供了苏和讲述故事文本的录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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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Mon22

Mon23

Mon24

Mon25

Mon26

Mon27

Mon28

Mon29

Mon30

Mon31

新疆

新疆

新疆

卡尔梅克

卡尔梅克

卡尔梅克

卡尔梅克

蒙古国

蒙古国

布里亚特

灰种绵羊

善良的妇人和狠心的

妇人

后母

受继母虐待的孤女

毛海和赛海俩

哈拉海巴音的女儿

花母牛的女儿

孤女的故事

Torom dagini yin
üliger

贫穷的孤女

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整理：《萨丽和萨德格：

乌苏蒙古故事》（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96年，

第452-453页

萨仁托娅记录

萨仁托娅记录①

《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埃利斯塔，1941 年，第

261-264页

比特凯耶夫、乌勒穆吉耶娃编：《卡尔梅克民间

故事》（第4卷），卡尔梅克语言与文学图书出版中

心，埃利斯塔，1974年，第71-74页

比特凯耶夫、乌勒穆吉耶娃编：《卡尔梅克民间

故事》（第4卷），卡尔梅克语言与文学图书出版中

心，埃利斯塔，1974年，第205-209页

《卡尔梅克民间故事》，莫斯科，1964年

《蒙古民间故事》，乌兰巴托，1957 年，第 113-
124页

〔蒙古国〕达·策仁索德诺姆汇编：《蒙古民间故

事》（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63-368页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研究中心：

《布里亚特民间故事》，布里亚特书籍出版社，

1973年，第187-188页

异文

编号
流传地区 故事名称 出 处

①感谢萨仁托娅博士提供Mon23、Mon24两个新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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