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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兆元在湖北随州炎帝陵

进行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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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

茛刘守华赴武当山进行

田 野 调 查 。 他 创 作 的

《中国民间故事史》 一书

被 “中国民俗学之父 ”

钟敬文称为 “专门研究

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

本著作”。

民间故事反映
人类掌控自身命运
的历程

从前， 有一个叫范丹的人， 穷得连

一升米也存不住。 他便前往西天去问佛

祖， 自己能不能时来运转。 旅途中， 一

家员外托他问 ， 女儿怎么不能开口说

话； 路边小庙里土地公托他问， 为什么

多年不能升官； 过大河时， 大乌龟托他

问， 修炼多年为啥不能升天成龙。 范丹

走到西天见到佛祖， 那里的规矩是问三

不问四。 他急他人所难， 帮别人问清了

三件事， 便往回走。 来到河边， 告诉大

龟， 他不能升天是因为头上有 24 颗夜

明珠压着 ， 乌龟把夜明珠取下送给范

丹， 立刻升天成龙； 范丹告诉土地公，

他因左脚踏金、 右脚踏银， 所以不能升

官， 土地公把金银送给他， 随后当上了

城隍爷； 范丹又来到员外家， 女儿见他

立刻开口告知父亲 ， “客人回来了 ！”

范丹将佛祖的话转告员外， 女儿见了亲

丈夫自然会开口说话， 于是， 员外让范

丹做了上门女婿。

范丹本为东汉人 ， 桓帝时辞官不

就， 安于贫困， 后被称为 “范丹老祖”，

但在民间故事 《范丹问佛》 里， 他并非

历史人物， 而是乡野中的 “穷小子”。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告诉记

者 ， 中国首篇 《问活佛 》 故事刊于

1921 年 7 月出版的 《妇女杂志 》 第 7

卷第 1 期的民间文学专号 。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各地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过

程中所得新资料汇总， 《问活佛》 （也

称 “求好运”） 广为流传 ， 总共有 210

余篇， 分布全国、 流行于 20 多个民族。

可以说， “求好运” 是汇合不同时代不

同民族丰富智慧和情感的故事， 它集中

表现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

逐步主宰命运的心路历程。 就实际影响

而言 ， “求好运 ” 可与 《牛郎织女 》

《孟姜女》 《白蛇传》 《梁祝姻缘》 等

四大传说相媲美。

此类民间故事， 刘守华小时候就听

过 。 1935 年 ， 他出生在湖北仙桃一个

乡村教师家庭， 当地百姓最喜欢看戏、

看皮影、 说故事。 幼时， 有一次， 他听

老人们讲故事 ， 忘了自己是站在板凳

上 ， 激动得手舞足蹈从板凳上跌了下

来。

1953 年 ， 刘守华从洪湖师范学校

毕业， 保送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钟敬文编著的 《民间文艺新论集》， 带

给他理论启蒙。 加之曾有下乡搜集洪湖

革命歌谣的实践经历 ， 1956 年 ， 刘守

华写的 《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

写工作》 刊于 《民间文学》， 极大地激

发了他投身民间文学的热情。

大学毕业后， 刘守华留校从事民间

文学教研， 正式开启民间故事的研究之

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即使被借调到

省教委从事中学语文课本编撰， 他也没

有忘记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宝贵的

文化遗产， 我从未放弃它”。

2002 年冬 ， 刘守华赴湘西参加瑶

族盘王节和考察 “女书”， 在山路上遭

遇车祸， 头部和胸部受重伤以致休克，

康复后 ， 仍执着于故事学耕耘 。 去年

12 月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

《刘守华故事学文集》 （前五卷） 就是

他在民间文化潜心耕耘 60 余年成果的

集中展现。

各国民间故事
的跨文化传播古已
有之

2018 年开始 ， 刘守华撰写的 《中

国民间故事史》 先后由暨南大学着手翻

译成英文、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着手翻译

成日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着手翻译成

俄文对外传播， 另有学校在申报韩文版

本的翻译。

“民间故事并非我们一国特有 。

以 ‘求好运’ 为例 ， 19 世纪初的 《格

林童话 》 开始 ， 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

已达 500 余篇 （不含中国）， 仅在芬兰

就采录到 177 篇 ， 它被故事学家称为

‘命运谭 ’， 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

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 刘守华补充

道 ， 唐代汉译佛经 《贤愚经·檀弥离

品 》 记载 ， 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

判连环奇案 ， 农民因代他人问难解困

而获得好报 ， 或许对中国 “求好运 ”

也产生过影响 ， 并在后来的演进中逐

渐本土化。

刘守华说 ， 民间故事的跨文化传

播古已有之 ， 比如 ， 印度民间故事伴

随佛经流传到中国 ， 日本约有一半的

民间故事源于中国 。 人类是命运共同

体， 且亚洲国家之间具有文化共通性。

首先 ， 人员来往直接促进民间故

事交流 ， 比如唐僧去西天取经 。 《大

唐西域记 》 中有个狮子抢亲的故事 ，

讲述了狮子和人的后代杀了自己的父

王狮子后 ， 被驱除出境 ， 在另一海岛

安家 ， 于是有了现在的斯里兰卡 （古

称 “狮子国 ” ） 。 其次是宗教和战争 。

研究发现 ， 元朝蒙古人西征 ， 也将佛

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传入欧洲 。 最

后 ， 贸易往来 ， 如陆上丝绸之路 、 海

上丝绸之路 。 宋代 ， 有个人去海外经

商 ， 遇到类似水桶的宝贝 ， 将海水灌

入其中就变成淡水 。 现代科学证明 ，

这个被称为 “海宝 ” 的宝贝 ， 其实是

鲸鱼头骨， 有过滤功能。

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

行 。 刘守华常年深入民间开展田野调

查， 密切关注故事及传承人， 并同口头

文学家建立了友好联系。 湖北民间文学

有 “三家三村”， 即故事家刘德培、 刘

德方和孙家香， 伍家沟故事村、 吕家河

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

孙家香从小就喜欢听父母家人说故

事， 嫁人后在夫家自己也喜欢讲故事。

起初， 别人看不起她， 甚至儿媳妇也瞧

不上， 总觉得 “说故事没啥用”。 上世

纪 80 年代 ， 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开始 ，

发现了孙家香的才能。 以前连县城都没

有去过的孙家香一下成了土家族的著名

故事家， 许多人都来看她， 后来被评定

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她和我说， 有次县委书记为了给

她送米表示慰问， 路上摔了一跤， 把她

感动坏了。” 刘守华聊起旧友， “三家”

背景各不相同。 刘德培家里很穷， 一直

在山区当搬运工， 运茶叶、 盐等等， 几

十年下来， 在搬运生涯中积累了不少民

间故事； 刘德方家以前是地主， 后来在

生产队常被安排参加集体劳动， 逐渐成

了讲故事的能手， 还会表演皮影戏。 可

以说， 故事家的成长与家庭环境、 自身

职业密切相关 。 “以前 ， 人们对讲故

事 、 听故事比较有兴趣 。 进入现代社

会， 娱乐活动多了， 民间故事传承方面

相对弱化， 但传统的东西不能丢！”

共同神话的认
同， 促进文化共同
体扩展

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

民文化创造的产物，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灵魂。 时至今日， 它不应被摒弃， 而

应呈现活态， 继续传扬发展。

与民间故事类似， 神话这一文化瑰

宝， 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同

样担当着精神灵魂的角色。 从原始时代

开始， 中国神话逐渐形成相关的重要的

文化认同元素。 从兴隆洼的龙崇拜、 河

姆渡的鸟崇拜， 到良渚的龙凤文化的交

融、 天地崇拜的交融， 再到四方文化集

聚中原 ， 昊天上帝四灵五方格局的形

成， 中国神话数千年传承， 绵绵不绝。

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 神

话是社会变革和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重

要力量； 民族之间、 统治集团之间、 统

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是神话的根本内容， 决定着神话的发展

方向。

从远古到西周， 我们有了共同的昊

天上帝、 社稷、 日月山川的神话， 还有

祖先的神话， 西周时期是中国神话的第

一次大整合。 这些神话经过了几千年的

发展， 凝聚在西周的神话系统里， 影响

直至今天。

东周开始扩展的神话， 经过春秋战

国秦汉， 除了昊天上帝、 社稷、 日月山

川风云雷电 ， 又有了共同的祖先三皇

五帝 ， 共同的神话进一步扩展 。 而秦

之时间凶吉的习俗 、 楚地九歌十神 、

齐地八神， 在地域性层面托起了帝国神

话的整体格局， 已经发轫的佛祖金人、

太一与太上老君、 天地水之神， 启动着

新一轮的发展， 因此， 东周秦汉走向了

二次整合。

魏晋以后 ， 在原有基础上 ， 儒 、

道、 佛三教神话成为新一轮的民族与国

家神话认同的要件， 而节日神话的叙事

已经开启， 成为文化价值的新的展演形

式。 到隋唐时期， 中国神话发展出了新

的认同模式。

承接隋唐的三教神话模式， 宋元以

来， 神话再次扩展， 民间底层的神话、

工商业者的神话、 海洋的神话， 尤其是

最高神玉皇大帝的出现， 都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新的景观。 它们在国家与社会之

间架起了桥梁， 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

新神话在民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

时的中华民族 ， 各民族一方面坚持自

我， 一方面追崇共同神话， 呈现出民族

交融的活跃局面。 共同神话的认同， 促

进了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展， 中华民

族因此更具核心竞争力。

田兆元表示， 中国图腾神话从杂多

走向统一， 逐渐共同化， 如四灵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后来化为龙凤更是

如此。 神话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

认同性的建构。

中国神话是活
态传承， 被不断创
造创新发展

中国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 古希腊

神话、 古罗马神话到了基督教传播时期

已经停止再造，“过去已成往事”。但中国

神话至今依然活跃，叙事宏富，有巍巍殿

堂，有盛大仪典。

清明节 ， 祭拜黄帝陵 、 炎帝陵 ；

端午节 ， 纪念屈原 ； 重阳节 ， 插茱

萸……这些神话通过节日礼仪的方

式在向世人强调血缘性和情感性 ，

传达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 龙的传

人等共同的文化信仰 。

大禹治水惠及千家万户的奉献精

神， “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牺牲精神，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

道教文化中， 大禹被尊为水官， 放在农

历十月十五庆祝下元节， 另有天官 （上

元节为正月十五）、 地官 （中元节为七

月十五）， 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 水官

解厄。 中国上古就有祭天、 祭地和祭水

的礼仪。 《仪礼·觐礼》 有云： “祭天，

燔柴。 祭山、 丘陵， 升。 祭川， 沉。 祭

地， 瘗。” 皇家与民间的神话叙事与仪

式，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只是规

格有差异。

如今， 上元节和春节连在一起， 从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 大年三十除旧

岁……所有的民俗仪式都体现了神话叙

事的传统。 “中国神话或以语言文字记

录在书本、 网络、 影视作品中， 或以仪

式庆典得以表现， 比如祭天、 祭祖， 或

以景观叙事的方法呈现在壁画、 神殿、

庙宇中。 这就是神话叙事的三种形态，

我的研究重视神话叙事方式的多元特

性。” 田兆元说。

中国神话传说的传承是活态传承，

被不断创造创新发展。 “白蛇传、 雷峰

塔 、断桥的故事 ，拉动了杭州文旅业的

发展 ；电影 《哪吒·魔童降世 》反映了父

子冲突的和解，也从另一方面折射了孩

子缺少父母陪同的现实生活。 ”田兆元

说 ，现在 ，神话传说成了旅游业发展的

重要文化支撑，影视游戏也在重新解构

旧有的神话故事，注入现实的元素。 传

统食品里的神话传说就更多了，比如叫

花鸡、湖南擂茶、阆中张飞牛肉、山西关

帝酒。 就连过春节集五福红包，本源于

古老的五福信仰“天官赐福”，如今加入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福、敬

业福 、富强福等等 ，给大家营造了喜庆

祥和的节日气氛。 神话承载了丰厚的现

实内容。

如何让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更好地

“照耀” 现实生活， 刘守华和田兆元两

位觉得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国家要建文化生态保护区， 湖北

计划把故事村打造成试点， 这是个不错

的尝试。” 刘守华说。

根据上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全国民

间文学普查统计 ， 采录的民间故事有

183 万多篇 ， 成文有 10 多万篇 。 “如

此丰富的文化富矿 ， 或可像央视节目

《经典咏流传》 一样， 将民间故事用咏

唱的方式进行推广， 让人们从文学读物

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美学价值和教育意

义。 我去年写了一篇论文 《走向故事诗

学 》， 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 转载 ，

也是这个想法。” 刘守华说。

从事了 20 多年神话叙事研究， 田

兆元说：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很多伦理

故事 ， 其中蕴藏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血

脉。 去年， 火神山和雷神山有那么多云

监工， 谁也没想到。 原本， 火神山和雷

神山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 但疫情肆虐

那阵， 全体国人精诚团结创造了中国速

度， 这在国外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就是

传统文化的力量。 目前， 我计划为 《少

年文艺》 《为了孩子》 等杂志撰稿， 向

青少年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神话。”

1993 年 ， 钟敬文曾题词 ： “吾侪

肩负千秋业， 不愧前人庇后人。” 赠与

刘守华。 如今看来， 这既是钟先生自己

献身民间文学事业的忠实写照， 也是他

对从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民俗学研

究学者的深情激励。

“向外传播中国民俗很重要， 而传

播中国民俗学研究神话与故事的理论更

重要 。 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话语系

统， 方才具备对话世界的能力。 所以，

我们的叙事学说、 谱系学说， 以及神话

历史的观念通过译本向海外传播， 是中

国学术自立的表现。” 田兆元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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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 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拟立项名单 ，

共有 196 个项目入选 。 民
俗学方面 ，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刘守华 《中国民间故
事史 》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翻译的俄文本 、 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田兆元 《神话
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 》 由
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的阿
拉伯文本双双入选。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
要针对代表中国学术水准 、

体现中华文化精髓 、 反映
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 ，

旨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
对话 ， 进一步扩大中国学
术的国际影响力 ， 提升国
际学术话语权 ， 让世界了
解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
国”。 项目文本以英文 、 法
文 、 俄文 、 阿拉伯文 、 西
班牙文等 5 ?为主。

“中国民俗学之父 ”

钟敬文先生称 “《中国民间
故事史 》 作为专门研究中
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
作 ， 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
创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荣誉学部委员 、 民间文艺
学家刘魁立评价： “《中国
民间故事史 》 一书 ， 规模
宏伟 ， 取材丰富精当 ， 思
路开阔而深入 ， 历史线索
清晰……这确是一部弥补
空白 、 具有开创意义 、 学
术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

中国神话故事是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
象征与精神符号 ， 不仅是
社会生活的反映 ， 而且其
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重要
构成 。 《神话叙事与社会
发展研究 》 所阐述的中国
神话的变迁史 ， 展示了中
华民族的社会建构 ， 以及
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
波澜壮阔的历史。

毋庸置疑 ， 《中国民
间故事史 》 《神话叙事与
社会发展研究 》 都是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具有
文化传承和传播价值的优
秀成果 ， 有助于国外了解
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1964 年 ，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

纳古墓群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

（均受访者供图）

民俗学译本：让世界了解哲学社科中的中国
本报记者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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