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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民俗叙事刍议

梅东伟

摘!要! 民俗叙事是民俗学和叙事学的交叉研究对象!是中国叙事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重
要维度) 但#民俗叙事$术语本身的歧义!以及学术运用的失范!给相关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
以文艺民俗叙事替代民俗叙事界定小说叙事文本中的民俗文化现象更为贴切) 文艺民俗叙事侧重叙事#故事$层面的研
究!旨在对各类文艺民俗叙事文本做出合乎情理的民俗阐释与叙事阐释) 文艺民俗叙事研究对于小说史和文化史有着
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的维度)
关键词! 民俗叙事+!中国叙事学+!文艺民俗学+!文艺民俗叙事
作者简介! 梅东伟!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民俗学和古典小说) 电子邮箱% /6K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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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叙事是新世纪以来叙事研究的重要内
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此为题的研究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民俗叙事'概
念的模糊不清和运用中的相对混乱* 我们以为(
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开展民俗叙事研究(将民俗
叙事明确为&文艺民俗叙事'是廓清相关概念的
途径* 文艺民俗学是 &)*# 年代以来文艺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在近 (# 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研究
的性质益加明朗(内涵也日趋丰富(并涌现出大量
的研究成果* 文艺民俗学视野下民俗叙事研究的
构筑(有利于我们确定民俗叙事的内涵与外延(规
定其研究的层次与路径(并推动这一批评维度的
发展和影响的扩大* 同时(中国叙事学是近年来
叙事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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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不同的路径与研究的方法3作为民族文化
根蒂的民俗文化对叙事文本的构成也有着重要影

响(因而文艺民俗叙事的构筑及其间概念的廓清
对于中国叙事学的建构良多裨益*

民俗学与民俗叙事

民俗文化的文学叙事化是小说文本中普遍存

在的一种现象(一些学者称之为&民俗叙事'* 对
民俗叙事的解析和把握需要民俗学理论知识(也
需要叙事理论的支撑* 民俗叙事研究是民俗学与
叙事学的交叉研究* 民俗叙事是小说叙事中富于
浓厚民族民俗文化色彩的部分(对它的理解和充
分研究对中国叙事学的构筑十分必要的*

所谓民俗(&就是社会民众中的传承性的生
活文化'(从生活角度看(&民俗是一种生活相'
!陈勤建(&民俗学' """(从文化的角度看(&民俗
是一种文化的模式'!陈勤建(&民俗学' "'"* 总
而言之(民俗指的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传承性的生
活文化和文化生活* 民俗包括了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 有形物质生活民俗(如生产工具,民间工艺和
衣冠服饰等3心意信仰民俗(如天地崇祀,鬼神信
仰和巫术禁忌等3人生社会民俗(如人际交往,村
规民约和婚丧嫁娶等3游乐技艺民俗(如游乐竞技
和手工技艺* 因此(&举凡生活中食,衣,住,行,
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式,
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主题'!陈
勤建(&民俗学' &*""* 而如此广泛的涵容使任
何类型的文学创作都难于回避* 所以民俗学与文
艺学研究的交叉在所难免* 所以(徐中玉先生说)
&从文艺的起源,发展,演进,改造(以至全面地把
握文艺作品的各种功能(与夫文学能在哪些方面,
何等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素质(文艺
创作如何更能获得广大的知音(成为人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滋养(都同民俗学的研究有非常密切
的,融会则俱利(违离则两伤的作用'!$'"* 对民
众民俗生活的叙写(自然也是小说叙事不能回避
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小说叙事中的民俗叙写(常
被研究者冠以&民俗叙事'* 民俗叙事研究正是
小说叙事研究与民俗学研究交叉的结果* 民俗叙
事以民众浸润其中的民俗生活为基本的叙述对

象(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叙事现象3民俗叙事的研究
包含了民俗学的文化解析(这一倾向使其不期然

中带有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色彩*
民俗叙事是中国叙事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叙事学的发展(本土学者们
也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拓展叙事学研究的可能(如
谭君强从审美文化角度对叙事学的探讨*!

我们

以为(中国叙事学研究还有一些亟待深入与细化
的方面(这里主要指缺乏从&基层文化'也即传统
礼俗或民俗文化着眼对中国文学叙事特征的探

究* 虽然注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色一直以来都
是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却很少有人致力于探究传
统礼俗文化或民俗文化对小说叙事的影响* 普通
民众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无论其历
史观(还是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源于他们浸润其间
的民俗生活及其所蕴含的此类观念(它们常常在
深层次上影响着叙事文本的构建* 同时(无论民
俗生活(还是民众在其中所&扮演'的民俗角色行
为(均是&模式化'的(它们是否影响了小说的叙
事结构+ 在传统小说叙事中(某些民俗生活场景
&高频率'出现(又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同类民俗
生活故事的叙写是否表达着同样的价值取向+ 等
等* 此类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作出有效的解
答* 民俗文化是一种基层文化(&人的文化存在
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 !陈勤建
$*"* 人的这一存在特质影响,制约着人的思维
方式(形成了思维的某种民俗定势和民俗心理结
构(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思维(并表现
在小说叙事的结构等方面* 比如婚俗文化和婚俗
生活便影响到了不少古典小说叙事文本的构筑*
中国古代小说有大量的婚恋题材(包含了众多婚
俗内容的叙写(婚俗文化影响,制约着小说文本的
构筑和叙述者价值观念的表达* 传统婚俗文化以
&六礼'为主导(虽然这一儒家礼制代有演化(但
其基本内容如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
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民间!尤其汉族社会"传承(是
人们婚姻礼俗的基本&规程'和模式* &六礼'及
其传承模式影响到了古典小说文本的构筑* 从叙
事模式的角度而言(明清话本小说中大量婚恋题
材的小说都依照&婚礼'模式来构筑情节(如&三
言'&二拍'中的$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乔太守乱
点鸳鸯谱%(李渔小说中的$拂云楼%$夏宜楼%(均
是如此* 除&婚礼'模式之外(依据明清婚俗生活
中女子贞节习俗和再嫁习俗(话本小说还形成了
诸如未婚守节,守孝全节,再嫁守节,待夫守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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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嫁复归,通奸再嫁,被逼再嫁,自愿!择婿"再嫁
等丰富多样的情节模式* 此外(其他一些重要的
婚俗如媒人说媒,相亲和女子守节等也常常是情
节构筑的重要依托!梅东伟 &"%#$("* 再如(作
为传统民俗文化重要内容的占卜(也深刻影响
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构筑(万晴川对此
做过深入研究(例如他认为(在一些小说中(占
卜常常是&整部小说的纲目'(&推动故事发生,
发展的动力'和&情节发生的伏线'(从而使&小
说的结构更为完整,严谨而不松散' !$*#$)"*
其他研究如李道和对古小说与岁时民俗关系所

做的深入考察(将古小说中的一些母题或文学
意象的源起追溯至岁时节令文化3李剑国则指
出) &岁时民俗不仅在自身的发展中利用了大量
的小说故事(同时也生成或引发了无数实际的,
虚构的故事(构成了古小说中独特的母题和文
学意象(从而反映了岁时民俗和古小说之间紧
密的联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
民俗程式构筑小说叙事时(还常常会带来一些
特殊的审美效果(即融结构于无形* 民俗生活
是日常生活中世代传承的(且带有程式化,秩序
化特征的一部分* 当小说作者以各类民俗生活
为叙写对象时(民俗程式也在无形中成了叙事
的潜在结构* 此时(作为情节的结构 &民俗程
式'(契合着民俗生活的结构(在实际上使&情
节'本身淡化了人为艺术的特点* 陈勤建先生
认为) &民俗生活相的艺术概括(为文艺贴近和
反映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缩短了距离(打破了
隔阂(减少斧凿之迹(使读者更感真实可信'
!$文艺民俗学% "++"*

中国叙事学的构筑既需要对西方叙事学的借

鉴(也需要结合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自身特点3
既要注意到传统哲学,史官文化等精英文化对叙
事的影响(也要关注到民俗文化对叙事的潜在制
约* 在中国叙事学的构建中(虽然也有学者关注
到了民俗文化对叙事的影响(如杨义,黄霖和浦安
迪等人的相关论述* 但此类研究还远远不够(我
们应着眼于广泛的小说文本(将民俗学与文艺学
有机结合(从文艺民俗学的角度关注其间丰富的
&民俗叙事'现象(才能为中国叙事学的构建打下
较为细腻和坚实的基础*

民俗叙事与文艺民俗学

文艺民俗学是民俗学和文艺学的跨学科研

究(但&文艺民俗学'在根蒂上归属于文艺学还是
民俗学(一些学者缺乏清晰的认识(在具体的论述
中也表现的模棱两可*"

陈勤建先生明确提出)
&文艺民俗学就是一门新的文艺理论学科(它注
重生活民俗摄入文艺作品后它对文艺的影响(文
艺中的民俗已和生活民俗不一样(它成了文艺作
品中水乳交融的有机构成体* 文艺在发生学,创
作论,批评史等各个环节里(都受到了民俗特有的
灌溉(文艺民俗学主要应以民俗对文艺发展影响
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陈勤建($文艺民俗
学% ++#+'"* &文艺民俗学是文艺学的一个分
支(而不是其他(这方面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陈
勤建($文艺民俗学% +("* 在具体的论述中(陈
勤建先生从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的存在'这一哲
学人类学的高度提出了&人的文化存在是以民俗
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 !陈勤建($文艺民
俗学% +*"(这是一种新的人学观* 文学亦人学(
因而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就不能脱离对相关&民
俗文化'的深入了解与分析* 由此(&文艺民俗
学'确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基本对象即&文艺民俗'*
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但其基本的研
究对象是&文艺民俗'* 何谓&文艺民俗'(学术界
颇有争议* 我们认为(文艺民俗包含着两方面的
内容) 其一是作家文学作品中&化俗为文'的文艺
现象3其二是民俗文艺(也即民间文学* 在以往的
研究中(人们往往以&民生事象'或&文艺民俗事
象'指称上述&.化俗为文/的文艺现象'(民俗事
象显然是个民俗学的术语(用以描述文艺学现象
并不准确3&文艺民俗事象'虽然明确了文艺民俗
学研究的立场(却可能导致仅关注&民俗事象'而
忽视文本整体的偏颇*

叙事研究与文艺民俗学研究的结合* 文艺民
俗学是 &)*# 年代兴起的文艺理论新方法之一(对
推动文艺理论研究与相关文学批评的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近年来(文艺民俗学获得长足进步)
一是在民俗文艺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3二是在作家文学研究尤其小说研究方面(拓展
了文艺民俗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些新的研究

-$*-



文艺民俗叙事刍议

方法和视角被广泛的尝试,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
的研究成果* 如毛海莹$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
演研究) 以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女性民俗书写为
例%!"#&""和戴岚$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英
国十九世纪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对女性文
学批评视角的引入和运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年代以来(&民俗叙事'作为一种研究的路径
和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运用(相关研
究已经成为文艺民俗学的重要方面(并涌现出了
大量研究成果(论文类如鲍焕然$现代民俗小说
的叙事类型%!"##+",罗宗宇$论鲁迅小说对民俗
的叙事建构%!"##'",李丹宇$浅谈周大新小说的
民俗叙事特征%!"##$",司书景$试析王统照乡土
叙事中的民俗意象%!"##$",罗宗宇$论5边城6对
民俗的叙事建构%!"##$",罗宗宇!刘鹏娟$论沈
从文小说对民俗的叙事建构%!"##$",姜峰$沈从
文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化叙事% !"##*",李云安!
许连军$&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
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王嘉
良$眷顾与批判) 民俗叙事的两重视角与两种姿
态###民俗文化视域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
!"##*",高亚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俗叙事与
怀旧书写%!"##)",张永$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
民俗叙事形态%!"##)",付雪川$视觉奇观演绎民
俗叙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民俗运用 %
!"#&#",和任晓兵的$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民俗叙
事的建构向度% !"#&&"等3专著类如朱希祥!李
晓华的$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张永$民俗
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罗宗宇的$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建)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
事研究%!"#&("* 上述成果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
一(研究者大都秉持文艺民俗学的学科立场(将文
本中的民俗事象视为叙事构成的一部分(并进而
分析民俗叙事的表现形态,类型和特征等* 其二(
缺乏对相关研究概念的辨析与准确界定* &民俗
叙事'是此类研究基本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却很
少有研究者对这一术语进行辨析(遑论准确界定*
其三(现代作家作品是民俗叙事研究的重点(尤其
青睐鲁迅,沈从文,王统照等乡土风味浓厚的作
家* 其四(&民俗叙事'的价值层面(也即创作主
体或叙述主体对所叙民俗事象所持的价值立场是

研究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探讨了小说家对&民
俗'叙事的建构方式(如罗宗宇对鲁迅等作家小

说中民俗叙事的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表现方
式的分析* 其五(缺乏民俗叙事理论建构的理论
自觉(上述研究大都是针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
的专题研究(尚未有对民俗叙事提出成系统的理
论框架* 但无论如何(上述研究为&民俗叙事'的
深入探讨和&文艺民俗叙事'批评方法的构筑提
供了必要的借鉴和基础*

文艺民俗叙事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俗叙事'是当前文学
研究与批评中一个常见的术语(但这一术语本身
却存在着不容回避的歧义(这种歧义所反映的是
&民俗叙事'归属性质的尴尬(而&性质'正是&内
涵'界定的前提*

我们从下列两组论文的题目便可以发觉&民
俗叙事'这一术语的歧义所在) 一组为$明清雹灾
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 $由单族群的&神祇'到
跨族群的&村落神'###关于一个朝鲜族,汉族混
居村落&山神祭祀圈'的民俗叙事%和$民俗叙事
方式与民俗学话语系统%(#

另一组为$中国现代
文学中的民俗叙事与怀旧书写% $论&东北作家
群'的民俗叙事形态%和$眷顾与批判) 民俗叙事
的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民俗文化视域中的现
代中国文学%* 再结合相关内容分析(两组论文
中&民俗叙事'所指的不同便清楚表现出来) 前者
指称的是现实生活中特定情境下的&民俗叙事'(
它是生活经验本身(生活于其间的民众可以通过
感官实实在在的体验到,触摸到3它体现的是现实
&实在性'* 后者则是小说叙事构建的&民俗叙
事'(它是语言文字的世界(阅读者要依据现实生
活经验理解这一民俗叙事的图景3它体现出的是
虚拟性和模仿性* 从学科归属来言(前者属于民
俗学研究(而后者则属于文艺学研究的范畴* 对
于前者(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民众为追求或满足
某种生活目的或需求(依据传统民俗程式和象征
符号展开的经验性行为叙事活动3而后者(我们则
可以表述为) 在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依据现实生
活中民俗活动样式构建出来的故事世界* 文艺民
俗学视野下的民俗叙事指的是后者(为区别于前
者(规避歧义(准确,严格界定术语(笔者将其称为
&文艺民俗叙事'*

文艺民俗指的是民俗文艺和作家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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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俗为文'的文艺现象* 所谓&化俗为文'是运
用文学手法将民俗生活事件或民俗事象融入文本

建构(具体于叙事文体(即运用叙事手法将民俗生
活事件或民俗事象化为叙事整体的一部分* 文艺
民俗叙事研究的对象正是叙事文本结构中的文艺

民俗(它的性质,叙事价值和文本意义等* 从理论
基础的角度而言(文艺民俗叙事横跨了民俗学和
文艺学两个学科(是民俗研究与叙事研究的交叉
融合(民俗学视野决定了这一研究的民族民间文
化视角(叙事学则限定了其分析的对象和理论工
具(而 &))# 年代以来有关文艺民俗学学科性质与
研究方法的探讨则为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同

时(在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学者们所提出和运
用的一系列术语(诸如民俗叙事价值,民俗意象,
民俗角色人物等(也证明了这一研究的实用性与
可行性*

叙述学家费伦认为(在小说叙事中(虚构人物
由主题性成分,模仿性成分和虚构性成分三种成
分组成* 叙事文本中的&文艺民俗'自然也包含
上述三种成分* 概而言之(在小说叙事中(文艺民
俗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种形态) 一是完整呈现某种
样式的&民俗生活'即民俗&生活相'的形态(叙述
了一个民俗生活故事3一种是展现民俗生活的一
部分3一种是叙述者仅仅提及某种民俗事项的存
在* 但不论&文艺民俗'以何种形态呈现(它都是
叙事的组成部分(发挥相应的叙事功能* 文艺民
俗中的虚拟性成分毋庸多言* 文艺民俗中的模仿
性成分带有&模式化'的特征(即同一样式的民俗
生活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往往有着诸多相同或相

近之处(它源于民俗生活自身结构的程式化特征*
例如许多古典小说对婚俗生活的叙写(都会不约
而同地写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写到主人公
的洞房花烛之类* 但这种模仿性成分并不会使故
事显得僵硬和千篇一律(它源于不同叙述者对同
一民俗生活程式结构项的取舍和灵活运用(以及
对该模式下角色人物的不同表现* 人物的&主题
性'即&人物为表达主题服务'(它是与具体的语
境联系在一起的!申丹等 "+("(&人物'在不同的
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叙事价值和意义(发挥不同的
功能* 文艺民俗的主题性也是如此* 叙事文本
&主题'各异(文艺民俗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取
向* 民俗是模式化的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民俗
的模式所积淀的不仅有日久相沿的结构程式还有

某种特定的民俗意蕴(这种意蕴是&价值'的体
现(或为实用价值(或为虚拟的心理性价值(或为
伦理道德价值* 例如婚姻礼俗最为明显的价值是
伦理道德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叙事意图也
即主题表达的需要(任何叙述者都不可能完全按
照民俗生活本身的价值去编织故事(它会赋予其
新的价值* 此时(他就需要克服或彰显民俗生活
故事某方面的价值) 或者凸显其内部价值的龃
龉(或者赋予其强烈的教化价值(或者戏谑待之以
瓦解其内在价值(等等* 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
$话本小说中的婚俗叙事%中详细解读了话本小
说中存在的&以俗为教'&以俗为戏' &以俗为雅'
和&礼顺人情'等婚俗叙事的四种价值取向!梅东
伟 $##&"'"* 王嘉良则分析了现代作家民俗叙
事的两种姿态) 一是&对风俗文化的普遍的.自
然/态度(冲淡启蒙意识的严峻意味而多自然平
和的鉴赏趣味'(表现出&.理想的乡村家园/的眷
恋之情'3一是&带着对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意识的
强烈认同感和对古老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意

识(对民俗文化,乡村习俗的弱质持严峻的.批
判/姿态'!王嘉良 )&#)'"* 其间包蕴的正是作
家对民俗叙事价值的不同体认* 陈勤建先生认
为(民俗是&社会群体历史传承的产物(具有共时
性与历时性的特点(表现为传统意识和现实生活,
理性思考和感性显现,历史深刻性和现实生动性
的有机统一' !$文艺民俗学% )#"* 民俗的这一
特性也影响到小说中文艺民俗的&主题性'(使之
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变* 因此(民俗叙事的价值取
向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艺民俗叙事的研究涵容了大量的叙事文学

现象(有着坚实的基础* 中国小说中存在大量的
文艺民俗现象(古典小说中(如宋元小说话本(明
清话本小说(以及诸如$金瓶梅% $红楼梦%和$水
浒传%等长篇通俗小说中包含了大量诸如婚姻,
节日和信仰等民俗生活叙事内容3现当代小说家(
如鲁迅,老舍,沈从文,师陀,废名,莫言,贾平凹等
人的作品中也包含了大量民俗生活书写(为文艺
民俗叙事研究提供了鲜活,丰富的文本资料*

文艺民俗叙事的研究层次与研究的路径

文艺民俗叙事专注于民俗阐释与叙事阐释的

结合(既要利用民俗学的术语和概念对&文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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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作出符合时代背景的阐释与理解(又要将这
种阐释与叙事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解释某种文艺
民俗叙事价值,情节模式等形成的民俗文化缘起*

文艺民俗叙事的研究层次主要为&故事'(而
不关注叙事学研究中的&话语'层面* 文艺民俗
叙事关注的是叙事文学作品中&化俗为文'的现
象(这些现象主要体现为虚拟的民俗生活事件及
其多种叙事表现* 文艺民俗叙事不关注&话语'
的原因在于(文艺民俗是文艺化的民俗生活故事
或故事的片段(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故事层次3
而叙事话语诸如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人物话语
方式之类主要由创作主体操控(也即叙述话语与
主体的关系密切(例如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便
与女性作家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故事本
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不同的题材内容也可能
影响到创作主体对&话语'的选择3且民俗生活类
故事并不与其他社会生活故事截然对立(而是这
类故事中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作家会为此类故事
选择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 在实际的研究
中(大量侧重于叙述话语的研究者曾对中国历史
上的各类小说进行了研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文
艺民俗叙事现象并未显现出其话语层面的特别之

处* 而对于研究实践而言(中国文学中存在大量
的文艺民俗现象(偏重于诸如视角,叙述事件,人
物话语之类的研究也将陷入琐碎* 基于以上原
因(我们以为文艺民俗叙事研究应侧重于&故事'
层面(但在具体研究中也不排斥对相关叙事技巧
的分析* 大致说来(文艺民俗叙事&故事'层的研
究包含这些&项目') 民俗角色人物的形象与功
能,文本的情节结构,民俗叙事的价值倾向,民俗
意象,民俗叙事空间和民俗叙事场景等*

文艺民俗叙事的研究路径* 文艺民俗叙事是
文艺民俗学和叙事学的交叉研究(在这一研究中(
既要清晰&民俗'是什么(也要清楚&叙事'是什
么(同时还要清楚&民俗'与&叙事'是什么样的关
系4 具体研究中(一方面要研究某种民俗有什么
样的内涵(它在作品产生的年代有什么样的意义(
当代人包括创作主体对这类民俗有什么样的看

法###这是对民俗本身的阐释3另一方面要研究
这类民俗在叙事中如何呈现(体现出了什么样的
价值(对情节结构有何影响###这是叙事阐释*
在明清话本小说婚俗叙事的诸情节模式中(有一
种&再嫁守节'类型(他指的是&在话本小说中(一

些女性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丈夫再嫁他人(但
再嫁之后并未失节(她在第二任丈夫家中依然保
持了对前夫的贞节* 这里的再嫁已非世俗意义上
的再嫁(它不仅剥离了世俗妇女再嫁的不道德色
彩(而且因此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意义(成为女性
极端环境中坚执守节的一种形象表达' !梅东伟
&'*"* 它是与明清极端化的婚俗生活语境相联
系的(也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较为独特的婚俗叙事
模式* 从民俗的角度而言(守节与改嫁截然对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想象兼顾二者的婚俗主

体3而从叙事角度(作为婚俗主体的妇女则通过再
嫁(既拯救了夫家(又保住了贞节(成为令人称道
的道德楷模* 然而(叙述者将贞节这一合乎婚俗
道德的习俗行为置于违背婚俗道德的行为情景

中(却导致了一种&扭曲'的叙事形态* 明末清
初(贞节观念的极端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
家庭责任的强调(使女性背负了日益沉重的道德
压力和经济压力(再嫁守节模式中妇女卖身再嫁,
为夫家纾难的同时又被赋予贞节的道德要求(显
然是当时婚俗文化现实语境的形象反映* 而从此
类小说的男主人公来看(其中不少为读书人或秀
才(话本小说的作者也多为底层社会的读书人(这
种身份地位的相近(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中的
读书人就是作者自况(现实生活的无奈处境使他
们渴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担

当种种家庭责任并保持应有的节操* 因而可以
说(正是婚俗文化的观念和话本小说作者的无奈
处境合力促成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呈现* 并且(也
只有从当时的婚俗文化本身和作者角度(我们才
能充分理解这一叙事模式* 因此(文艺民俗叙事
是民俗阐释与叙事阐释的结合*

文艺民俗叙事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文艺民俗叙事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视野(
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文艺民俗叙事研究有着
独特的小说史和文化史意义(通过对某一民俗叙
事现象追踪(便于我们考察小说观念和民俗观念
的变迁* 以中国小说史上的婚俗叙事为例(唐传
奇开始重视对婚俗生活的叙写(但大多着眼于婚
俗生活中富于传奇色彩的内容(而对于繁琐的程
式化的婚俗生活却着墨不多(由此可见唐传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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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尚奇'&尚异'的观念3而宋元以来以话本小说
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则对各类婚俗生活极尽描写至

能事(对婚俗生活的各个环节的叙写不厌其烦(如
$快嘴李翠莲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明清世情
小说* 虽然&尚奇'观念贯穿中国小说史(但由唐
传奇至明清小说对婚俗生活关注点的差异也可发

现小说观念的变迁* 而现代文学对婚俗生活的描
写又明清小说有着极大的不同(现代小说更为注
重的是婚俗生活中的&人'(即通过婚俗生活来写
人在思想,情感和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婚俗生活事
件本身已经退居次要位置* 同样(从文化史的角
度而言(由唐传奇到明清世情小说(再到现当代小
说中婚俗叙事的变化也折射出了不同时代小说家

精神价值和时代民俗文化观念的变迁*
从共时角度来看(文艺民俗叙事是中国叙事

学体系的重要维度(对中国叙事学的构筑有着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自 &)*# 年代(就有不
少学者开始了&中国叙事学'的建构(并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但仍有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正如不
少学者所指出的(当前的叙事学研究表现出学科
交叉,融合的现象(是&叙事学 f:的研究模式'(
&:'可以是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也可以是文化
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都是有研究价值的!谭君强
!陈芳 ")3唐伟胜 &%"* &:'当然也可以是民俗
学* 对中国叙事学而言(文艺民俗叙事无疑是一
个新的研究维度(也是中国叙事学研究视野的拓
展* 民俗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
小说叙写的重要对象(中国小说中也确实存在着
大量的民俗生活内容(对这类叙事内容的研究和
解读不仅需要叙事学理论(也需要民俗学的相关
知识* 而文艺民俗叙事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叙事现
象和学术需要的必然选择* 文艺民俗叙事研究从
民俗这一基层文化着眼(发掘&民俗'叙事表现及
其对文本的潜在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民俗事象
在化作小说叙事成分的同时(也对小说的情节结
构,人物塑造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
文艺民俗叙事所特有的* 因而(对小说文本中诸
如方术叙事,婚俗叙事,节日叙事等在内的文艺民
俗叙事的研究对于中国叙事学体系的构筑是不可

或缺的(也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维度*

注释(F"-%.)

! 相关研究参见谭君强!陈芳) &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

审美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 ")#(*3谭君
强) &叙事理论的发展与审美文化叙述学'($思想战线%'
!"##"") &&+#&*3谭君强!降红燕!陈芳等) $审美文化
叙事学) 理论与实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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