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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著《黎族汉族民间童话比较论》采

用黎汉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民间童话的概念，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关系，黎族汉

族民间童话的类别与特色以及黎族汉族民间童话的源流与异变等课题，是当前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

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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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contains rich national spirit,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culture. Com-
parative Study on Folk Fairy Tales of Li Nationality and Han Nationality, this monograph explores a 
series of issue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se issues include the concept of folk fairy ta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y tales and myths, legends and folk tales, the categories and ch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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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tics of Li and Han folk fairy tales, and the origin and variation of Li and Han folk fairy tales. 
This monograph is a masterpiece in the field of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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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文学是先民们生产、生活最直接、最诚实的记录。在那个原始而壮阔的时代，人们如何认知自

然、宇宙和人生，如何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往何处”，如何在迷惘中走过人生路，如何在威

严的神前匍匐前行，这些命题的答案似乎都能在以神话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中找到。然而，民间文学有庞

杂性、分散性的特征，对其概念、范畴的界定也有模糊性、多义性的现象，这就往往阻隔了我们对其喜

爱和探寻的热情，也使得我们试图寻找先民足迹的努力变得异常艰难。海南师范大学杜伟老师的力作《黎

族汉族民间童话比较论》，另辟蹊径，以黎族汉族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为基础，详细探讨民间童话的概

念，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关系，黎族汉族民间童话的类别与特色以及黎族汉族民间童话的源

流与异变等课题，向我们全面地、学理性地展示了民间文学丰富生动、可感可触的特质。本书显示了研

究者系统梳理民间文学的努力和决心，采用了黎汉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研究者对民间童话研

究倾注的巨大热情令人感佩。《黎族汉族民间童话比较论》是当前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部不可多

得的专著。 
事实上，正如书中序里所指出的：“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其中蕴含着民族精神。”

([1] p. 1)“五四”时期，关注民间文学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民主运动的表征，是“礼

失而求诸野”的具体表现。20 世纪 80 年代，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学界对民间文学作品做了大量

搜集、整理和集成工作，为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新时期以来，文化热重新兴起，民间文化

与民间文学得到学界重视，民间童话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关注点。因此，某种意义上，杜伟老

师的民间童话研究是对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热点的一种回应。 

2. 回应争议概念的表述界定 

书中首先讨论的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存有争议的概念，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起源、范

围、流传异变等内容的界定。 
研究对象的庞杂性、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给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但另一

方面也使得一些研究成果之间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即呈现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局面。作为一

部学术专著，《黎族汉族民间童话比较论》首先要厘清的就是民间童话的起源、范围问题，这种探索与

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该书对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民间

童话讲述者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吸取适合儿童接受的素材的实际情况，指出民间文学中适合儿童、

并被讲述者讲述给儿童的幻想性作品就应该属于“民间童话”的范畴。该书强调，“只要拥有丰富的儿

童文学要素，如幻想、幽默、传奇的叙事故事，就会受到儿童喜爱，就可以纳入‘民间童话’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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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适合儿童的，儿童喜爱的幻想、传奇或者幽默智慧故事，都可以归入民间童话的范畴”。由此

该书指出——“民间童话是流传于民间的儿童故事”。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研究民间童话的

视野，各民族早期流传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寓言故事、史诗故事等均被纳入到民间童话的范围，均

是民间童话丰富的资源库。 
当然，并非所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都可成为民间童话的内容，需要对它们进行一种适合儿童接

受的“转换”，以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水平。对此，该书通过列举大量实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论

述，例如书中提到两个“傻女婿故事”，第一个故事《傻女婿拜年》充满性暗示，女婿对小姨子和丈母

娘的调笑体现了民间的戏谑精神，讲述给成年人听无可非议，但讲述给儿童听是不适宜的；第二个故事

《傻女婿拜寿》则对故事内容进行了转换、过滤，使其更加“洁净”，适合儿童听众接受。因此，作者

指出，“即使神话、传说有神奇的夸张、丰富的想象，民间故事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从而吸引了许多儿

童，也为民间童话提供了营养，但这只是故事中具有童话因素，并不是纯粹为了儿童创作的内容”。这

种既注意到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始终强调民间童话应具有自身独特

个性的辩证态度，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观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3. 论证民间童话的分类问题 

民间童话的类型，曾被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关注。例如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将童话分为天然童

话(亦称民族童话)和人为童话(亦称艺术童话)两类；赵景深将童话分为民间的童话、教育的童话和文学的

童话三类；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将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和幻想小说归入到儿童文学一类等等。对

这一问题的思考，该书并没有拘泥于已有的论述视角，而是将其纳入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范畴，指出这

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大量的民间童话一直被视为文言小说的一部分，散落于民间故事中，没有被作

为民间童话进行专门的研究。书中进一步指出，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里搜寻、鉴别出民间童话，或者

从民间搜集口头流传的民间童话故事，使其成为民间故事研究学科体系中重要一环，在今后是一个十分

艰巨的重大使命。这种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书中随处可感。 
民间童话是在民间故事的广泛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汉族很多民间童话两千年前就通过文

字进行了记录，历代的笔记小说和诗歌中对民间童话也有记载、创作和改造。大量文献表明，汉族民间

童话对其他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形成、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汉族与其他民

族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该书力图在此方面有所探索，其立意之一便是通过汉族、黎族

民间童话的辨析来区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变异的脉络。例如对“两兄弟”故事类型的研究，该书不仅注

意到其在许多民族的传统民间童话中都有体现，即以一个故事核为中心，包含了众多类型——“狗耕田

型”、“卖香屁型”、“长鼻子型”、“猴洞得宝型”、“太阳山型”、“含金石型”、“偷听动物之

言而发迹型”、“神仙赠宝型”、“石门开型”等，更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放置在

汉族、黎族民间童话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中进行，以汉族的《夜明珠》《蛇郎》、黎族的《大南和二南》

《宝筒》为例，进行深入的文本比对和流播情况比较，使得我们对民间童话在各民族之间流传与异变等

问题的认知变得更为直接而感性。 

4. 注重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 

该书不仅在理论建设方面大胆探索创新，在民间童话作品、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更是做了大量

工作，尤其是对汉族、黎族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慎重而大胆的分析。 
书中首先指出：“所谓民间故事类型，是指一则民间故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相当广泛的地域中

流传、扩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异文，因为构成故事类型。”([2] p. 12)进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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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民间故事的记录、流传，除口头流传之外，作者特别强调了历代文言小说的价值，指出“绝大多数

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有关的作品，都出自历代的文言小说，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古代、特别

是汉族的民间童话故事类型，首先见于各种文言小说”([1] p. 40)，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笑林》《博

物志》《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异苑》，隋唐五代的《启颜录》《河东记》《广异记》，

宋辽金元时期的《梦溪笔谈》《夷坚志》《辍耕录》，清代的《聊斋志异》《志异续编》《客窗闲话》

等等。该书在分析了 AT 分类法、阿法纳西耶夫分类标准等优缺点的基础上，以童话的题材和内容为坐

标，把中国民间童话分为五个类别——创世童话、自然童话、爱情童话、风物童话和寓言童话。这种划

分方法可能使得一部分童话故事具有了双重甚至多重“归属”，但无疑为不同民族间同类题材童话的比

较研究提供了便利。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民间童话概念的界定，尽管书中指出了“只要是适合儿

童的，儿童喜爱的幻想、传奇或者幽默智慧故事，都可以归入民间童话的范畴”，指出了民间童话应具

备的根本属性是儿童性、幻想性、传奇性，这是在一般意义上对民间童话所做出的经验性的描述和归纳，

依然未能说明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的根本区别，在书中后续论述汉族、黎族民间童话的

特点、相互之间的区别以及民间童话的源流与异变的过程中依然时不时地表现出将民间童话与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等混为一谈的传统惯性。专著结语部分，在归纳概括汉族黎族民间童话所蕴含的民族精神

时，将其归结为爱国主义和民本思想；同时将民间童话中的英雄主义、抵御外族侵略、反抗暴政、同情

弱者、无私互助等内容归结为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显得有些简单化了，未触及民族精神的根本特质以

及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恰恰也是当前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同仁

们所共有的困惑与困难。目前，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边界争论、基本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与视野的选

择等等问题均有较大的学术争鸣的空间。杜伟老师的《黎族汉族民间童话比较论》一书在此方面勇于探

索创新，不畏做争鸣的标靶，值得赞赏。 
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关于民间故事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

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

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

堪的学徒的寒酸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

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

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也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达恩顿所言：“童话是

一种历史文献，它记载的不只是广泛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且是每个时代特殊的详情，也表达人类集体

无意识和集体想法的真理。”([3] p. 92)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培育着自己独特

的民族精神。汉族和黎族民间童话是民间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哺育和塑造着一代代儿童和人们的审美

观和价值观。正如专著文末所言，汉族和黎族的民间童话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既有区

别，又有联系，其源流关系交织在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中。汉族童话博大精深，黎族童话精致秀美，两

个民族的童话都充满着神奇的原始艺术魅力，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

统精神。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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