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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方文学的整体是由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构成的。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是所

有民族文学的母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和一部作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
是一种民间文学传统或者口头传统与一个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
内容�是东方民间文学作品描述和理论探讨的基础。目前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状况还基本处于 “一国民间文学 ” 的阶段�
各国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研究东方民间文学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传统。重复和程式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东方民间文
学的学科建设�既要吸收和继承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还要吸收民间文学界的理论成果�并以
东方各国一国民间文学研究为基础�逐步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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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绚
丽多彩的东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

文学的整体�而且古老的东方文学的传统特征主要
见之于民间文学。东方各国有着取之不竭的民间文
学遗产�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巴比伦史诗 《吉
尔伽美什》、印度两大史诗和 《五卷书》、阿拉伯
的 《一千零一夜》等曾经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
影响�而且世界史诗宝库中的活形态史诗主要流传
在东方。因此�加强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对建构完
整的东方文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

一、口头传统与东方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
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 《东方文学史》�都会发

现民间文学在古代东方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古代
埃及神话、古代巴比伦的 《吉尔伽美什》、古代希

伯来 《圣经》的神话传说、古代印度的两大史诗�
无不都是民间文学；在中古东方文学中�印度的
《五卷书》、阿拉伯的 《一千零一夜》、波斯的 《列
王纪》等也依然是民间文学。而古代东方文学中
的不少经典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改编升华

而成的�如朝鲜的 《春香传》 《兴夫传》① 等。但
是�过去在东方文学史中介绍和探讨这些民间文学
作品②的时候�文学史家们主要是用作家文学的眼
光去看待的�这实际上没有足够地关注它们本质的
口头特征。其结果�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或者传统被
看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作品。而且�文学史家们过去
所关注的也只是那些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成文字的

印刷文本形态�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在每个东方国家
民族中口头传承至今的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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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镇华： 《评韩国著名古典小说 〈兴夫传〉》� 《东方研究》 （2006年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13—122页。
实际上 《兴夫传》的原型就是我国和很多国家中广泛流传的著名的 “两兄弟 ” 故事类型或者是 “狗耕田 ” 故事类型。
关于中国流传的该故事类型的最代表性的研究请参阅刘魁立： 《故事的生命树》。笔者以为�从比较故事学的角度对
《兴夫传》进行探讨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里所说的 “民间文学作品 ”�严格讲是不够精确的。民俗学的研究中一般使用 “民间文学文本 ” 的概念。在本文中
考虑到东方文学史上一些民间文学文本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文字形式的传播和传承�形成为经典作品�因此继续沿用
“民间文学作品 ” 的用法�但是在具体分析中我们将这些作品都看作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个文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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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一直并存
到今天的。并不是文字出现之后书面传统便完全代
替了口头传统�作家文学完全代替了民间文学。但
是�以往的东方文学史将本质上有区别的口头传统
和书面传统相混淆�用研究书面传统的方法来研究
口头传统�其结果�多半是从作家文学研究的角度
阐释民间文学作品�而这种解释和分析的结论不一
定完全符合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

我们简单举几个概念讨论一下我们过去在对民

间文学文本的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一般
文学史著作中经常遇到 “某某神话或故事中描写
了某某内容 ” 这样的表述。我们知道�描写是作
家用手握着笔来写的� “描写 ” 无意识中都带有用
笔写在纸上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作
家文学观念的潜意识的表露。而所有的民间文学�
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民间戏曲都是用
嘴讲述或演唱出来的�或者说是口头表演出来的�
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内容都是用嘴讲述的或
者说唱的�而不是用笔描写的。因为一则神话是讲
述或者口头描述世界的起源或人类起源的�所以
“该民间文学作品中描写道 ” 等说法是不准确的。
同时� “一篇民间故事 ” “一篇神话 ” “散文叙事文
学 ” 等概念背后的印刷文本和作家文学观念也是
明显的。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头讲
述或表演出来的民间文学口头表演文本�统统当作
用文字写在纸上的书面文本�从而混淆了作为口头
传统的民间文学表演文本和作为书面传统的文字文

本�不分析地用作家作品的思路指示和代替了民间
文学�结果�把民间文学完全当成了作家文学。既
然研究对象已经变成了作家文学作品�那么这些神
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采用了
作家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今天的民俗学研究
和民间文学研究对民间文学文本的分类和定位是非

常精确而详细的�而且对民间文学不同文本的学术
研究资料价值的认识也是非常明确的 ［1］。民间文
学文本有表演文本和印刷文本等多种�其中活形态
民间文学的研究提倡表演文本的研究�而且把民间

文学文本放在活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探讨。而文字文
本也分忠实记录本、转述本、改编本等多种�它们
的学术资料价值各不相同。

因此�研究东方民间文学�首先要用口头传统
研究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和反思东方文学史中的民间

文学作品�还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在古
代东方民间文学的宝库中�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
个活的传统�与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不同
的。研究东方民间文学就是要关注民间文学的这种
口头传统。过去东方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是将民间
文学传统当作一部孤立的作品来探讨文本本身传达

的信息和内容�这种截取式的研究实际上是不全面
的。如古代埃及的神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次性创
作的作品�而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个悠久的传
统�只有注重对这种传统的研究才能正确解释埃及
神话的含义。而只把埃及神话当作一部文学作品�
放在简单的社会背景下去探讨�常常无法解释其真
正的意义。我们今天见到的 《罗摩衍那》虽然是
已经文字定型的史诗�但它不仅仅是一部史诗作
品�其背后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史诗传统。如果不探
讨这个史诗传统�那么对 《罗摩衍那》的理解也
就失去了历史性 ［2］。

我们以 《一千零一夜》为例�看一下一部民
间故事集是怎样形成的。这部故事集的形成实际上
经历了一个从口头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过程�和中国
的 《三国演义》由最初的民间文学传统发展成古
典文学很相似①。约在8世纪末�一部名叫 《赫扎
尔·艾福萨纳》 （一千个故事 ） 的波斯故事集被译
成阿拉伯文�这部故事集的主要故事源于印度。10
世纪�伊拉克人哲赫舍雅里在此基础上着手按夜编
著 《一千个故事》�但他只编到第四百八十夜便去
世。人们认为这便是 《一千零一夜》的雏形。从
《赫扎尔·艾福萨纳》到 《一千个故事》�这些故
事广为流传�人们在讲说、传述中�不断对其进行
增删、淘汰、筛选、扩展。由于中世纪阿拉伯城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特别是巴格达和以后的
开罗 ）�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兴起�城市说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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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 ］ 李福清著：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该著作深入探讨了古典文学 《三国演义》
与民间文学传统的关系。东方文学史的研究领域目前还缺乏这样的研究。



发达�不断有新的故事进入其中。至16世纪初�
终于在埃及定型成书为 《一千零一夜》。我们认
为�讨论 《一千零一夜》的形成和完善�城市说
书艺术的发达是非常关键的�这种说书艺术的传统
的探讨非常必要�正如中国的平话和说书传统对中
国古典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
从故事学的角度�结合阿拉伯的历史文化来探讨
《一千零一夜》庞杂而丰富的内容的形成以及 《一
千零一夜》对世界的影响。 《阿拉伯通史》中提
到： “在文学方面�影响是更普遍的……十字军一
定听到过 《凯利莱和笛木奈》和 《天方夜谭》的
故事�而且把这些故事带了回去。” ［3］著名民俗学
家汤普森也说： “ 《一千零一夜》的什么故事都可
能成为故事之源�我们的许多古老民间故事都在这
部作品中找到�并以多种形式使这些故事首先传给
欧洲的故事讲述者。” ［4］除阿拉伯故事、传说流传
到欧洲外�欧洲的故事、传说也流传到阿拉伯。
《一千零一夜》的形成�综合了故事讲述家、中世
纪城市说书艺人的活动、文人的记录和加工改编、
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故事的传播等多种因素。 《一千
零一夜》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口头传统
与书面传统互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

如果我们从口头传统的角度反思 《圣经》�也
会发现 《圣经》具有比较明显的口头特征。 《圣
经》的 “五经四源说 ” 其实与 《圣经》的口头起
源有密切的联系。希伯来 《圣经》 “五经四源说 ”
中起源最早的是亚卫派叙事�被认为是史诗�其他
内容都是依托其上而形成的。以色列民族无论从内
部统治的需要还是从外交的角度考虑�都需要一部
自己的民族史诗来表达其民族的身份认同。我们知
道�重复和程式化是口头传统的最主要的特征�这
种特征也常见于 《圣经》中。譬如在 《创世纪》
42章�雅各说： “要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进坟
墓。” 《创世纪》44章�约瑟也说了同样的话：
“要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进坟墓。” 有的重复�
人物和语境、时间完全不同�重复却完全相同�更
能够说明口头传统的特征。希伯来 《圣经》中具
有史诗特征的这部分的内容与荷马史诗一样�都保
留着口头传统的典型特征�集中体现在 “重复 ”
的手法中。

二、民间文学与东方作家文学
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探讨中�一般强

调的都是作家在创作中如何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
或者如何把民间文学提升到作家文学的艺术高度。
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民间文学在
艺术和思想上都没有作家文学高�只有经过作家的
艺术加工和再创作�民间文学才能获得艺术生命。
值得强调的是�民间文学是所有民族文学的母体�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部

民间文学作品和一部作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
应该是一种民间文学传统或者口头传统与一个民族

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而
且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因
此�讨论一个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作家
如何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或素材�如何学习民间
的口头语言�如在作品中插入谚语、成语等简单的
问题�而是以作家创作为表现方式的一个民族的书
面传统如何在与本民族的口头传统的互动中形成自

己的民族文学特色的问题。概而言之�作家文学与
民间文学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民族书面传统和口头传

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作家简单利用民间文学作品
中的题材、素材或语言的问题。一般讲�东方国家
出现的杰出作家�其成功的原因大都是由于继承发
扬了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并结合了现代文学手
法。可以说�孕育一个优秀作家的民族文化都是由
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组成的。然而�我们往往重视
文字文献�而忽略口头传统�忽略民间文学作为一
种重要传统对作家文学、对民族文学所产生的潜在
影响。在许多东方国家的古代文学经典中今天所看
到的只是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和定稿的作品�而在此
之前的作品原型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世世代
代无数个无名民间艺人传承与加工的印迹�却不知
不觉地被埋没了。而我们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所强
调和探讨的正是孕育古代东方文学经典的民间文学

传统。
民间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影响方式也和作家文学

有所区别。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对东方文学古老传
统的挖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民间文学
是东方各国古代文学孕育发生的母体。东方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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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都有一个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作家文学的发

展阶段。
三、民间文学与古代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

响

在东西方文学关系的探讨中�一般较多关注的
是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影响多�而极
少涉及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古代
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古代
东方民间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起源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发生学的层面上谈东方古代民间文学对西方古代

文学的影响�完全可以改变目前东西方文学之间对
话的不平等局面。但是�我们一直未能很好地挖掘
东方文学这个宝贵资源�即未能从文学的源头去探
寻西方文学的由来。而东方民间文学在神话传说、
英雄史诗等领域里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是在
东方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互动关系中把握东方文

学�从而强调东方民间文学的探讨与研究的。过去
在东西方文学关系的探讨中更重视的是以工业革命

为背景的西方文学传统和诗学体系�而忽略了作为
文学源头的口头传统。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
的联系和比较�必须从两者分道扬镳之前的共同的
口头传统即最早的神话史诗和早期歌谣入手�这就
要求我们正视东方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中的地位

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重视东方民间文学�只强
调神话和英雄史诗等早期民间文学样式�而是东方
各国的文学传统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和自己民族的
民间文学传统割断联系。其实这就是东方各国现代
文学的一个特征；而以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来判断�
这便成了东方文学落后的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一
个民族的文学�未能过早地接受西方文学的价值观
和审美观�长期保持自己的口头传统或民间文学传
统�并将其带入自己的现代文学之中�难道就是落
后的文学吗？很显然�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讲�
对东方文学的这种价值判断是不公平的。我们认
为�东方民间文学对东方各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实在
太深刻、太久远了。但是�我们过去偏偏忽视了这
一点�去用西方文学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去衡量和审

视自己的东方文学�认为东方文学在艺术水平上没
有西方文学成熟。难道�一个民族的文学过早地脱
离自己的口头传统或民间文学传统�盲目地去附会
单一的价值观和创作模式�就是发达的文学吗？

四、从 “一国民间文学 ” 到东方民间文学
研究东方民间文学�首先应着力于东方各国的

民间文学和它们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以及它
们相互之间的趋同性。其目的是在描述东方各国民
间文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研究或比
较研究等方法�探索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趋同
性�从而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东方民间文学。
这种超越东方 “一国民间文学 ” 的区域民间文学�
不是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
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内容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一般性的

“民间文学 ”�而是通过分析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
间的渊源关系和久远的历史接触关系�揭示其共同
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显现其具有
历史延续性的有机整体。因此�东方各国的民间文
学是东方民间文学得以建构的基础�是东方民间文
学分别描述的客体。东方各国的 “一国民间文学 ”
只有通过深度挖掘和理论超越�才能达到建构东方
民间文学的目标：挖掘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历
史联系和由此形成的共性�用这种历史联系和共性
来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具有东方特点的区域民

间文学。我们认为�东方民间文学和东方各国国别
民间文学之间不仅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不是
表层上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民间文学

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东方民间文学作品描述和理
论探讨的基础。然而�目前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状
况还基本处于 “一国民间文学 ” 的阶段�而且各
国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其中�中国、日本、韩国
（朝鲜 ）、蒙古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已经有了比较充
分的研究�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民间文学
在某些特殊领域里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

成就 （如古代埃及神话的研究、古代印度两大史
诗的研究和阿拉伯 《一千零一夜》的研究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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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民间文学研究
相对比较薄弱。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虽然
直接关系到东方民间文学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景�
但东方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也会对国别民间文学的

研究起促进作用。可以预见�随着东西方文化对话
的加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以及比
较文学研究的盛行�在东方各国 “一国民间文学 ”
研究的基础上�超越 “一国民间文学 ”�关注整个
东方民间文学�将成为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趋势�
也应作为我们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指出� “东方民间文学 ” 并不是相对西方
民间文学而提出的�因为西方民俗学研究领域里并
不提倡 “西方民间文学 ” 这个概念。我们并不是
在东西方二元对立中强调东方民间文学自身的异质

特点�而是在人类民间文学共同规律的探索中更加
注重东方文化区域性规律的描述与探讨。我们强调
的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交流和接触比东西方

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发生得更早�更广泛�更深
远�这也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相互之间具有诸多趋
同性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东方各
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历史交流所形成的趋

同性�才能进一步了解东西方民间文学之间的交流
和共同性�才能更好地探讨人类民间文学的共同规
律�这种研究途径也符合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
律。

我们经常使用的 “西方民俗学理论 ” “西方神
话学 ” 等概念�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提出和强调
的。但是西方民间文学的整体性话语已经在西方学
者的民间文学理论中被表述出来�如ＡＴ分类法是
根据欧洲或者西方国家民间故事的资料总结出来

的�这种故事分类学体系在国际范围内推广的过程
中必然以西方或者欧洲民间故事类型来做衡量和分

类各国各民族民间故事的标准。在西方学者的古典
文学研究中�荷马史诗被当作人类英雄史诗的一般
样板�希腊神话和奥林匹斯神谱成为神话的标准�
这在其欧洲民间文学和欧洲文学的范围内都是合情

合理的。然而当越出一定的学术范畴�将其视为放
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模式的时候便显露出其局限了�

这也是我们经常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古典的学术以外�还有文化霸权和话语
霸权的问题。虽然西方民俗学界尚无对西方民间文
学的整体描述�但是他们所建构的民间文学理论体
系已潜在地控制着关于人类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研

究的一般性学术话语。在这个情况下�东方民间文
学所面对的�首先是要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主体�
描写出那些西方民间文学理论还不能完全概括的人

类文化多样性中的东方民间文学内容�用东方民间
文学的实际内容来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应该看到�
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如神话等�只是
为了从中获取自己的东方经验�他们可能从未考虑
过把东方民间文学作为东方文明中实实在在的存在

去进行完整的和客观的描述�继而告诉西方的甚至
全世界的学者。简而言之�他们只是想从中吸取�
而没有打算去建构。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建构
一个强调和突出异质特征的东方民间文学价值体系

来与西方对立�而是通过描述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
内容和整体性的历史逻辑�补充和完善民间文学理
论中那些根据西方或欧洲民间文学的经验得出的理

论和观点 （比如东方没有英雄史诗或者发达的体
系神话 ）�使人类一般性民间文学的描述和理论更
加全面和多样化。

五、东方民间文学的范畴
东方民间文学是系统研究东方各国的民间文

学�包括东方各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活形态民间
文学两个部分。

古代东方民间文学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希
伯来、古印度和波斯的民间文学�从口头传统的立
场出发�用民间文学理论分析古代东方文学史上的
神话、史诗和 《五卷书》 《一千零一夜》等故事
集�探讨其口头传统本质或民间文学特征�修正过
去东方文学史研究中将其当作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

来探讨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论。古代东方民间文学主
要结合早期东方文明的研究成果�探讨古代东方神
话、史诗等民间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征�并探
讨其在古代东方各民族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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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现代东方民间文学主要讨论东方各国活形态民

间文学的表演和传承形态�结合东方各国民俗文化
的描述�探讨民间文学在东方各国日常生活和民俗
仪式中的功能和形式�并论述民间文学在东方各国
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东方各国的文学史上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

学�而且今天的东方各国民间也依然流传着具有旺
盛生命力的活形态的民间文学。并且东方各国的民
族繁多�大多数东方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比如印
度是一个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有15种主要
语言及844种方言。因此�印度民间文学的范围�
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两大史诗、 《五卷书》等梵语
民间文学以外�还应该包括中世纪以前的、梵语以
外的印度其他语种的民间文学和今天活形态流传在

印度的各民族民间文学�特别是南印度的民间文
学。就拿民族比较少的日本来讲�日本民间文学除
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所谓日本民间文学以外�还应该
包括阿依努人的民间文学和冲绳岛的民间文学�而
且阿依努人的民间文学和冲绳岛的民间文学更是保

持着古老的传承形态。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文化
大部分属于部落文化范畴�由于这些民族的居住地
分散在偏远山区和荒漠之中�难以与内地沟通。多
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内部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
统和社会制度。从莫卧儿时代开始�这种沉寂被打
破�繁忙的贸易往来和苏非的传教沟通了他们与内
地的交往�内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传到西北地区�反
之西北地区的故事也传到内地。此前�边远地区的
民族中虽然有民间传说世代传承�也有自己的民间
文学�但因分散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的民间文学难
以在大范围内流传�其民间文学也难以成熟。苏非
派来到后�他们深入到各个部落传教�以传教的形
式把这些爱情传奇故事从这个部落传到另一部落�
从这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从而推动了各族民间
文学的相互交流 ［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巴基斯
坦民间文学》的范畴应该包括这些诸多部落的民
间文学。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应该
是基于地方的、部落的、方言的民间文化传统。因

此�东方各国活形态民间文学的研究应该是深入到
部落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只有部落传承的民
间文学才保留着它的口头传统本质�才是人们生活
中享用的民间文学。在过去�西方传教士和人类学
家曾经在东南亚等东方国家进行过原著民的人类学

田野调查�搜集记录了不少土著部落的民间文学�
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他们搜集记录这些民间
文学的目的不是建设和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不过�
我们今天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也应该重视东方各国
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只有在田野调查中去感受东
方各国各民族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及其口头传统�
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东方民间文学的丰富内容和实际

的传承形态�才能真正认识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宝
藏不局限于我们上面罗列过的那些东方文学史上的

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集。我们才会理解东方文学史
上的那些作为经典来研究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
只不过是经过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精英的筛选而

推举出来的代表而已。而真正的活的东方民间文学
传统永远都在民间。我们在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时
候�每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和人口少的民族或族群的
民间文学都应该同样受到重视。在我们所提倡的东
方民间文学里�每个东方国家的民间文学都不是单
一民族的民间文学�而应该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
这些多民族的活形态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活生生的

东方民间文学口头传统。
东方各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样�东

方各国的民间文学也从远古时代传承到今天。因
此�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既包括古代民间文学�也
包括今天在这些国家民间活形态流传的民间文学。
其中�多数古代民间文学文本研究被记录成文字�
收入这些国家的文献中�或者已经成为古典文学�
因此对这些民间文学的研究就必然带上文献民间文

学的性质�主要根据文献记录�从口头传统研究的
角度进行探讨。而活形态民间文学则一方面根据这
些国家本国学者搜集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集�或者
亲自去进行民俗学田野调查�在民间口头表演中观
察和研究。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东方文明古国古
代民间文学或文献民间文学与今天民间传承的活形

— 68—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11卷　



态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比如伊朗民间文学包括古
代波斯民间文学和现代伊朗活形态民间文学。古代
波斯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和史诗�依靠
《阿维斯托》等宗教典籍和 《列王纪》等文学经典
来研究和建构。而在现代伊朗�民间文学或者口头
传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我国目前的东方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人
类学研究的条件来看�当前的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
基本上还是文献民间文学和对东方各国本土学者搜

集记录的活形态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还没有达到
中国学者亲自到国外做田野调查�在东方各国的各
民族或各族群中进行田野调查�在口头传统的表演
中去感受和研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间文学传承的

地步。目前�只有北京大学东语系青年教师史阳在
菲律宾山地民族芒阳人中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观

察了神话与仪式的关系。这将是今后具有人类学理
论背景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者大显身手的一个趋

势。而我们现阶段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基本上是
东方各国民间文学文字文本的阅读式的研究�我们
的终极目标是我们用眼睛和耳朵去真正感受表演中

的东方民间文学传统。而从文本到田野将需要东方
民间文学的长期的学科建设。

东方文学的整体是由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共同

构成的�只有加强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才能建构完
整的东方文学体系。因此将民间文学理论引进东方
文学的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东方民间
文学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研究之本�同时兼用其
他文学理论之长�注重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
联系和区别。以实现用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来
丰富和促进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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