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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段宝林的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钟敬文的“民间文化”和“三层文化”等理论的提出，曾掀起20世
纪80年代关于民间文学的讨论和兴味；然而，随着西方“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理论和方法

的引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困惑与争议也与日俱增。当代民间文学研究欲实现理论的突破，重新审

视、发现立体性研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理论生机，是一种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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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an-Baolin’s theory of “three-dimensional feature”, Zhong-Jingwen’s “folk culture” and “the 
three-layer culture” have been put forward, which have raised the discussion and interest of folk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Howev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oral program 
theory” and “theory of performance”, the confusion and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How to realiz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heory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folk literature? It i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re-examine and discover the rich 
theoretical vitality contain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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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民间文学加以学理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一直以来

的追求。在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为民间文学研究选择恰当的研究视角、寻找合适的理论土壤，

更应成为民间文学研究者们思考和努力的方向。著名民间文艺学学者钟敬文教授说：“要建立真正的民

间文艺学，就必须针对民间文学的特点，它本身独具的性质去进行探索，找出规律”；只有“在这种特

定的对象上探索出来的理论，才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理论。”[1]因此，民间文

学研究欲实现理论的突破，最好的办法还是进入它的内部，关注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与形态。 

2. “立体性”概念的提出 

关于民间文学的特征，一般认为有三个方面，即口头性、集体性和流传变异性，围绕三大特征的探

讨，一直是研究民间文学重要的切入点，这对于揭示民间文学的本质是有帮助的。但民间文学的本质特

征不止这三个，民间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所表现出的诸多特质，如多功能性、实用性、传承性、表演性、

即兴创作、直接的人民性等等方面，使得三大特征的概括显得过于单薄。立体性的概念应运而生。 
首次提出立体性概念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其《加强民族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中指出： 
民间文学与劳动生产、风俗习惯、歌舞表演紧密结合，是一种活的文学，是立体的。 
所谓立体性，就是多面性，是相对于平面性而言的，作家书本文学，只是书面写，书面读，是平面

的，只是一种语言艺术而已，民间文学则不然，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都不只是二度平面的空间，甚至也

不是三度空间的静止的立体，而是四度空间的(即活动的、加上时间的)立体[2]。 
后来，段宝林先生在其《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一文中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进行了详细论

述，大致分为六点，即多种异文并存、表演性、多功能性与实用性、即兴创作、流传途径的立体性、多

方面反映社会生活[3]。这种论述是对民间文学特性的一种高度概括，是民间文学研究中一种较为全面的

观察视角，为民间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段宝林的“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与钟敬文的“民间文化”和“三层文化”论述、刘锡诚的“整

体研究”、高丙中的“用民间生活研究代替民俗文本研究”等，共同掀起了 80 年代关于民间文学特征的

讨论与兴味，民间文学研究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这也为后

来欧美动态研究理论的引介以及对这些理论的本土化讨论树立了一个参照系。 

3. “立体性”理论的张力 

90 年代及以后，重新阐释民间文学的内涵是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方向，从“文本”到“语

境”的范式转变就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尝试，在此过程中，“立体性”理论的价值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例

如在中国民间故事学领域，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民间故事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与

故事讲述群体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注重观察民间文学背后的讲述群体、探索群体的整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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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研究方法是对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的实践性认同，是深入研究民间文学的有效途径。 
20 世纪 80 年代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西方动态研究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也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显示了“学界力图在关注民间文学口头性、主体性的同时，凸显民间文学生活属性、强化民间文学学科

本身属性的努力”[4]。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在美国开始逐渐形成的重

要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被介绍到国内。结合我国民间文学研究

的应用发展历程来看，影响最为重大的几个理论包括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叙事学理论、民族志诗

学，融入了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从静态转向动态的过程中。 
口头程式理论关于“表演中的创作”、程式概念等的引入，改变了我国史诗研究中民族的或地域史

诗的历史研究惯性，而形成了史诗演述的动态研究视角。表演理论对表演者、对表演者的社会角色的高

度关注，以及强调语境与表演间的互动等理论主张启发了我国学者在神话、史诗、故事研究中的多方位

思考和探讨。叙事学理论对我国民间故事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其“着眼于故事的某种特征作专题研讨，

对它的定式结构、体裁和主题加以结构描述，使得这些研究较神话、传说的同类研究具有更强的系统性

和叙事学倾向，算得上我国民间文艺学界真正意义上的运用叙事学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良好开端”[5]。
另外，2001 年前后学界提出“民间叙事”的概念，也表明我国民间文学研究开始转变只注重研究文本的

静态视点，开始关注民间文学动态演习特征。民族志诗学致力于口头文本的迻录和翻译的改革，并且运

用各种标记符号来完成书面中讲述者对声音、手势、身体动作等的记录，将文本置于情境性语境中。这

也启发了我国学者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多角度认识。 
这些动态研究理论的广泛应用，契合了我国对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亟待突破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界对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观。然而，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困惑与争议也随之而来，

即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是否完全适合？这种转换是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还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语境？

按照目前的转换趋势，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心是否实际上已经在走向语境？而文本研究是否已经被视作过

时，遭遇彻底的边缘化？自 2003 年以来的田野与文本之争，即田野作业和文本分析孰为中心的讨论，集

中表达了学界的焦虑。 
文本分析理论是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在文本研究的范畴内，民间文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就文

本论文本，忽视民间文学作为活的、立体的文学的特征，在有意无意中消解了自身的学科独立性，而被

视为作家文学的附属。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西方民间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民间文学的口头性

被重新审视和阐发，田野作业被当作民间文学的根本研究方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然而，新的问题来

了：是不是只要走向田野，以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就会迎刃而解？如何走向田野？ 
围绕田野与文本，学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否定田野作业，重回文本研究；二是重视田野，同

时回归文本。前者认为，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相对落后，不是田野的数量不够，质量不好，而是缺乏对文

本的深入分析，所以应该放弃田野，重回文本；后者强调，文本不可丢，回归文本不是重新以文本研究

为主，也不是再次忽视田野作业，而是要把文本研究和田野作业结合起来。出现文本与田野之争的原因，

是我们没有准确地对待田野作业，或者说“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从国外引入的理论和方法

没有与中国民间文学自身的特性有效结合从而形成较广阔的视域框架。我们在田野作业方面始终没有自

己的理论和方法，尽管“走向田野，回归文本”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可，但始终缺乏有突破的理论和实践

成果。 
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困惑与争议还有很多，如学科疆界的危机、学科在大学科系中的位置变化引起的

危机、民间文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危机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危机还是来自学科内部，即以往一些过于空

泛或笼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概念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有一些解释能力低或者无法涵盖新的、已经变化的

民间文学现象的观念和方法需要得到修正、更新或转换。尽管欧美等国的民族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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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面临着学科危机，但是它们是在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已经完成之后的“危机”，而中国的民间文学研

究可做的事情还很多，如系统的立体性研究、民间文学的受众研究、主体(讲述人)研究等等，都是有待深

入探讨的学术问题。 

4. 立体性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及当代价值 

“立体性”是对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一种高度概括。反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如

以文本为中心的多种异文的来源、主题、程式理论研究，以表演者为中心的创造过程研究、表演理论研

究，以即兴创作为基础的口头诗学研究等多种理论发展实践都本然地处于“立体性”视域中，是系统的

立体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民间文学研究应该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深度开掘，立足“立

体性”，再次实现理论突破。 
立足“立体性”，继续深化对“多种异文并存”的文本观念的理解。民间文学根植于民众的生活，

其传播过程中的口头性、流传变异性特点导致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可能产生多种版本，同样一部民间文学

作品可能以叙事诗、故事、传说、民歌等多种形式存在，体现出文本存在形态的立体性特点；其次，长

期以来我们也相应地把“多种异文并存”理解为记录民间文学作品的书面文本存在多种版本，包括现场

文本、原始记录文本、搜集整理文本、编辑审订文本和正式出版文本等，并且对书面文本按照一般的“文

学性”加以理解和阐释。然而，我们在关注文本存在形态立体性的同时，忽视了文本生成形态的动态性、

变异性、创造性以及异文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对表演者、受众、环境等因素在文本生成中的作用分析

不足。当代民间文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对“立体动态性”这一观念的认知，既要关注文本层面的异文生

成情况，也要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善于在讲述现场的互动情境中寻求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之外的附

加意义。 
表演性与即兴创作构成民间文学的“生命场”。民间文学不是简单的口头言说，也不是单纯的即兴

表演，而是包孕着丰富内涵的话语表演的艺术。这种内涵还需要深入地开掘和认识。传统民间文学研究

中往往把集体性先验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而忽视了讲述者或表演者个人在整个“故事现场”的中心

地位，正如阿尔伯特·洛德所说，“每一次表演都是惟一的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 
[6]也就是说，每一次表演(或讲述)都会因场景的不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变化以及受众的差异而赋予民

间文学即兴创作的特点。因此，民间文学在创作方式上具有集体性，但创作过程中又离不开个人创作能

力的发挥和运用，演唱(讲)者作为创造主体，最具能动性，居于核心地位，以他的表演为中心，使民间文

学从创作到生存、流布和传承，都处在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民间文学的每一次演述，都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异文”。忽视这种创作过程中的“立体动态性”，我们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就会发生偏离、变

形乃至误读。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传统的做法是以文字记录为主，而且允许

适当加工。但按照“立体性”观念，理想化的搜集整理则更应重视借助现代化的摄录设备立体地对现场

作忠实记录，而且记录对象不止是表演者，也应该包括受众和场景。另外，也不能忽视对除现场以外的

其它资料的收集整理，例如表演者的家庭历史情况，学习、创作情况，不同场境下的表演情况，以及受

众的背景资料等等。对所得资料的整理，不允许随意加工改造，而只能以尽可能准确地恢复原样为目标。

20 世纪 80 年代田野作业的提法实际上就是提倡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不应局限于书面的记录整理工

作，而应该是全面的、“立体性”的普查工作。当然，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学术行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

理工作需要应对诸如搜集成果的分析转化、团队协作、经费支撑等多重挑战，这恰恰是当代民间文学研

究必须重视和深入探讨的一个面向。 
作为文学之一种，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它蕴含有文学所应包含的一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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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适度夸张、充满想象、写尽世间沧桑。但是，民间文学又是一种非自觉地产生的特殊的文学，其创

作过程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洪流，因时、因地、因人而生，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立体的、多变

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正在于这种独具的立体、多变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民间文

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理论生机。民间文学研究只要对此进行持续地梳理与检视、开掘与探讨，就一定会有

更多的原创性的理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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