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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系统发生分析#历史&现状和反思

程弋洋C袁陈杰

摘C要#系统发生分析是进化研究中的重要计算方法$被广泛用于确立物种谱系' &S 世纪 ,S 年代以来$该方法先被引入
语言和文化谱系研究$继而被引入民间文学研究' 在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分析中$文本的母题序列被视作遗传信息' 对
这些序列进行系统发生分析$最终可得到民间故事谱系$进而揭示故事所对应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的联系' 本文在考察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首先$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虽卓有大成$但仍停留在分类阶
段$母题数据未被充分利用$而引入系统发生分析为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其次$确定同源母题是近十年
来母题研究的重点$但当前对同源母题的确定仍偏主观$而系统发生分析中的同源性算法可为同源母题确定提供更科学
的依据*第三$系统发生分析目前主要用于民间文学研究$但鉴于母题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本$本文主张系统发生
分析可向更广泛的文本拓展$揭示其内在演变规律及其投射的思想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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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系统发生分析(]EAD%U"#"$0R@)是生物进化研
究中重要的生物信息(P0%0#9%4F8$0R@)计算方法#
被用于确立物种间的遗传 ( ]8$40@$0R) 和分支
(RD8:0@$0R)关系$!

例如#在人和黑猩猩的同源关
系中#人和黑猩猩各自与共同祖先的关系属于遗
传关系#而人和黑猩猩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分支关
系$ 进化的观点早在 &S 世纪初就已存在于人文
研究领域#但直至 ,S 年代#以路易吉0卡瓦利 斯

福萨(/10U0;8?8DD0W79%4m8)和马库斯0费尔德曼
(Z84R1@̀ "D:F8#)合著的-文化传播和进化+量化
的视角. (36(+6%*(!%*04),44,&0 *02 L:&(6+,&0G>
V6*0+,+*+,:#>BB%&*-")的出版为标志#生物进化领
域的大量模型才被大规模引入人文研究中$ 系统
发生分析最早于 (S 年代被引入人文研究#并在
,S 年代后被广泛用于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进化#
如语言进化和文化遗产演变等$"

对文学文本进

行系统发生分析(以下简称!文学文本系统发生
分析")出现于 &S 世纪 ,S 年代末#不过直至 &S)S
年#随着朱利安0德威(\1D0"# : Ŷ1A)和贾姆希德
0特拉尼(\8F@E0: \6K"E48#0)等学者在国际顶级
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印欧民间故事系统发生的研

究成果#系统发生分析才逐渐为文学研究者所重
视$ 本文首先介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
和流程#继而以特拉尼团队对印欧魔法故事所作
系统发生分析为例#考察系统发生分析在文学研
究中的两大功能+直观呈现文学嬗变历程*揭露文
学嬗变投射的文化变迁$ 国内学界目前尚未对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作过介绍#更未有研究应用
此范式$ 鉴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跨学科性
质和已有研究引起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将该研
究范式引入国内#不仅能为国内文学研究增添新
的维度#还能助力于国内跨学科融合的新文科建
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

只被用于对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尚未扩展到
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 鉴于此#本文在考察文学
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对国内文学研究启示的同时#
也进一步思考了该研究范式在未来向更广泛的文

学文本扩展的可能性$

一&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和流程

!一" 从远读视角解读文学嬗变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

本#但和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同#文学文本系统发生
分析类属数字人文研究#强调对文本的!远读"
(:0@$8#$4"8:0#U)而非 !近读" (RD%@"4"8:0#U)$#

!远读"有两层含义+其一#不对文本作孤立解读#
而是对大规模文本作远距审视,其二#文本阐释的
基础#不是对文本的质性剖解#而是对文本的量化
分析$ 从研究目的来看#使用系统发生分析!远
读"大规模文学文本#是为了发掘这些文本的嬗
变规律$ 所谓嬗变#指不同文本在叙事上存在的
垂直或横向变异+垂直变异#是一个叙事单元由模
糊变得更为具体,而横向变异#则是叙事单元中某
一叙事信息#被另一平行叙事信息所替换$ 垂直
变异所呈现的#是祖先文本和后代文本间的遗传
关系,而横向变异所呈现的#则是同代文本间的分
支关系$ 以上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看似抽象#实
则内核简明$ 以王宪昭先生对盘古神话的调查为
例$ 据王宪昭的调查#在中国多个民族的神话中#
均存在盘古叙事,在盘古身份的认定上#汉族神话
奉盘古为神#而在侗族和白族神话中盘古为
人///在侗族神话中盘古是华夏人#在白族神话
中盘古是砍柴人 (-中国神话母题 V 编目.
)+()$ 根据!垂直变异"和!横向变异"的定义#
从!盘古是有身份的"衍生出!盘古是神"和!盘
古是人"#以及从!盘古是人"衍生出为!盘古是
华夏人"和!盘古是砍柴人"#均属垂直变异#因
为衍生后的叙事片段#均使原叙事变得更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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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而相对于!盘古是有身份的"这一叙事#!盘
古是神"和!盘古是人"之间的差异属横向变异#
因为在这两个叙事片段之间#发生的只是叙事
信息!神"和!人"的替换$ 基于以上信息#可以
对汉*侗*白三族关于盘古身份认定的神话叙
事#进行谱系推定#如图 ) 所示$ 其中垂直变异
投射为谱系树的垂直分叉#而横向变异则投射
为谱系树的横向分叉$

解读文本嬗变#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
第一重功能$ 其第二重功能更为重要///揭示嬗
变本身投射的文化变迁$ 神话和文学人类学通常
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的叙事嬗变#一定程度
上伴随民族迁徙和分化产生$ 因而#对其所作解
读#可从侧面为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民族迁徙和分
化提供佐证(!870D?8K"E48#0) &)$ 就上述例
子来看#汉*侗*白三族均有!盘古是有身份的"这
一叙事#说明三族在历史上可能存在关联+三族可

能有共同的民族起源#或存在文化互鉴$ 汉*侗*
白在盘古是神还是人这一叙事上的差异#则从侧
面印证了#他们在历史上可能存在分化$ 与汉族
!盘古是神"的叙事相比#侗*白二族均有!盘古是
人"这一叙事#说明这两族在历史上的关联更密
切#或者说#侗*白二族的分化晚于和汉族的分化$
须注意#以上对汉*侗*白三族在历史上存在关联
的解读#具有推测性和片面性$ 所谓推测性#指该
解读是由文本分析而得#并不一定呈现客观事实#
需联合多重证据(如基因*历史*考古和语言)作
进一步考察$ 而片面性#则指该解读仅基于!盘
古是有身份的"这则单一神话叙事所得#而若加
入其他神话叙事(如!女娲是有身份的")一同考
察#则可能改变已有解读$ 为使所得解读更可靠#
研究者需对文本有较为全面的掌控///全面掌握
有分析价值的文本#并析取文本中有分析价值的
叙事单元#即!母题"(K"E48#0: Ŷ1A'&)$

C

图 )6汉*侗*白三族关于盘古身份的叙事谱系 图 &6生物系统发生分析和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信息对应

图 +

CC!二"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流程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

本的嬗变#实际分析中直接处理的对象是文学文
本的母题序列$ 与生物系统发生学对照#文学文

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每个文本#可类比为一个
!物种"#而该文本的母题序列可比作该!物种"的
基因序列#如图 & 所示$ 在考察汉*侗*白三族的
盘古叙事时#基于王宪昭提供的母题(-中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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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题 V编目. )++/)-S)#可为三族构建如图 +
所示的母题序列$ 其中每个母题下方的字母 J#
表示该民族的盘古叙事拥有该母题,字母 H则表
示缺乏该母题$ 在对图 + 中汉*侗*白三族的盘古
叙事文本进行系统发生分析时#他们的盘古叙事
文本被类比为三个不同的!物种"#而这三族盘古
叙事的母题序列(即图 + 中由J和H构成的线性
序列)则是这三个!物种"各自的基因序列$ 狭义
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指对一系列具有同源
关系的文学文本的母题序列作谱系分析,而广义
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还包括文本母题的析
取和母题同源性的测定$ 本文采用文学文本系统
发生分析的广义定义#其分析流程如图 - 所示$

文本母题析取和同源母题测定是开展谱系测

定的前提$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文本母题
析取#对应生物系统发生学中遗传物质(如基因
序列)的提取$#包括三个步骤+首先#确定和待考
察文本相关的全部母题,其次#确定待考察文本是
否拥有给定母题,最后#在完成前一步骤的基础
上#构建待考察文本的完整母题序列$ 作为文学
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基础#若无母题序列#就无法
开展同源母题测定#更无法开展谱系测定$ 在文
本母题的析取过程中#优先选用已发表*被学界同
行普遍认可的母题索引$ 例如#在研究中国神话
和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时#优先考虑丁乃通的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B#;02#8&.
3",0#4#A&(D+*(#4)*杨利慧和张成福的-中国神话
母题索引.以及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 V编
目.等已发表的母题索引$ 若遇冷门文本#很可
能不存在现成的母题索引#此时需参考已有的成
熟母题体系#如-世界民间故事类型+分类和文
献 . ( !"#!=B#4&.;0+#%0*+,&0*(A&(D+*(#4G >
3(*44,.,-*+,&0 *02 P,'(,&<%*B"=)中的阿尔内 汤姆

森 尤瑟(<84#"WKE%F]@%#W>$E"4) (<K>)体系#或
自行设计更为完备的母题体系#对所采集的文本
进行母题析取$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同源母题测定#
对应生物系统发生学中的遗传物质的系统发生信

号评估$ 所谓系统发生信号评估#指!相关物种
比从谱系树上随机抽取的物种%亲缘'关系更近
的趋势"(Z{#5"F{DD"4"$8D6.-+)$ !%亲缘'关系
更近的趋势"#反映了物种间更高的同源性$ 对
文学文本而言#谱系越近的两个文本#应拥有越多

的同源母题$ 因此#确定不同文本的同源母题#对
分析这些文本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文本可
能拥有两种类型的同源母题+继承式同源母题和
扩散式同源母题$ 前者指直接继承自共同祖先文
本的母题#例如#日耳曼族神话继承自原始印欧民
族神话的母题$ 后者指某一文本从另一文本借用
的母题#例如#殖民时期印第安神话借鉴自欧洲殖
民者神话的母题$ 扩散式母题的存在#可能对文
本谱系测定产生干扰$ 例如#印第安神话可能借
鉴欧洲殖民者神话的母题#但印第安神话和欧洲
殖民者神话在起源上并不存在直接联系$%

鉴于

此#为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在谱系分析中#应尽可
能排除扩散式同源母题#只保留继承式同源母题$
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常用的同源母题测
定法有两种+!统计(!W@$8$0@$0R@)和自逻辑回归
(81$%D%U0@$0R4"U4"@@0%#)$ 前者可用以评估母题源
自继承的可能性#而后者是用来评估母题源自扩
散的可能性$&

图 -6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流程

在完成文本母题析取和同源母题测定后#研
究者获得了待考察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
此时可以开展文本谱系测定(即狭义的系统发生
分析)$ 谱系测定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核
心#包括三个步骤+首先#考察待考察文本的同源
母题序列#选择合适的系统发生分析法,其次#使
用合适的系统发生分析法#对待考察文本的同源
母题序列进行谱系分析,最后#对结果作可靠性评
估$ 常用系统发生分析法有四种+最大简约法
(Z8M0F1F B84@0F%#A)*最大似然法 (Z8M0F1F
/05"E%%:)*最近邻接法(H"0UEP%4W\%0#0#U)和贝叶
斯推断法(G8A"@08# Q#9"4"#R")$ 在实际研究中#
常会用多种系统发生分析法对同一组同源母题序

列作谱系分析#所得结果因而可互相验证$ 若所
得结果相近#那么所得结果的可信度较高,若所得
结果相差较远#则须重新对被分析的同源母题序
列进行准确性评估$ 此外#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还须进行事后评估( ]%@$WE%R"?8D18$0%#)$
引导法(G%%$@$48]]0#U)是目前系统发生分析中常
用的事后可靠性评估法#即对被分析的继承式同
源母题序列#进行随机取样和排列组合#并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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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进行谱系分析#比较
所得新谱系和原谱系的差异$ 若两者相近#则谱
系分析的可靠性较高#反之则不然$0

二& 案例考察#印欧魔法故事的系统发生

本节以特拉尼团队 &S)( 年发表的-比较系统
发生分析揭示印欧民间故事的古代起源 .
( 3&)B*%*+,:#$"=(&<#0#+,->0*(=4#4S0-&:#%+"#
>0-,#0+9&&+4&.;02&WL6%&B#*0 A&(D+*(#4#以下简称
!-比较.")为例#考察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
两重功能+直观呈现文学嬗变*揭露文学嬗变投射
的文化变迁$ -比较.是近年来文学文本系统发
生研究中的佼佼者$ 大部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
究的对象#都只是单则神话或民间故事#而-比
较.的研究对象#包括流传于印欧民族中的大量
民间故事$ 这意味着#特拉尼团队要处理的母题
数据量#远大于其他已发表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
研究$ 而数据量越大#意味着研究结果越具可靠
性$ 另一方面#大部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的
结论#都只是基于纯粹的文本分析#未获得其他领
域证据的支持#而-比较.的结论#虽由文本分析
取得#但得到了语言和考古证据的支持$

-比较.的研究对象是印欧民间故事#采用的
母题体系是民俗学界通用的 <K>体系$ 鉴于
<K>体系中印欧民间故事数量过于庞大#特拉尼
团队选取了其中的魔法故事进行研究$ 原因在
于+魔法故事广泛分布于印欧各族中#且其中经典
故事颇多#影响远大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 特
拉尼团队在 <K>索引中采集了 &.* 个魔法故事
母题#分布在 *S 个印欧民族中$ 以这 &.* 个母题
为位点#他们考察了 *S 个印欧民族是否各自拥有
这些母题#继而完成了对这些民族魔法故事的母

题测序$
为考察这 &.* 个母题中#哪些是可用作谱系

分析的继承式同源母题#特拉尼团队首先用 !统
计分析了这 *S 个印欧民族魔法母题相对于其语
言谱系的分布+越符合语言谱系分布的母题#越有
可能是继承式同源母题$ 分析结果显示#这 &.*
个母题中仅有 )SS 个呈现出较高的符合语言谱系
分布的趋势$ 在筛选出这 )SS 个母题后#他们使
用自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这 )SS 个母题相对于
待考察的 *S 个印欧民族的地理距离的分布$ 越
符合民族地理距离分布的母题#越有可能是扩散
式同源母题$ 分析结果显示#这 )SS 个母题中仅
有 .( 个与民族地理距离分布关联较小$ 综合以
上分析结果#特拉尼团队认为#尽管待考察的 *S
个印欧民族有 &.* 个魔法故事母题#但只有 .( 个
母题呈现出极高的继承式同源性$ 鉴于此#特拉
尼团队以这 .( 个母题为位点#考察这 *S 个印欧
民族是否拥有这些母题#继而完成了对这 *S 个印
欧民族魔法故事的继承式母题测序$

-比较.的核心#是对 *S 个印欧民族魔法故
事的继承式母题序列的谱系分析$ 特拉尼团队在
分析中采用了贝叶斯推断法#测试了在某种给定
谱系树型下#每个民族的魔法故事文本所在节点
的准确率#然后选用相对于母题序列而言节点准
确率最高的谱系树型$ 基于以上分析#特拉尼团
队发现#在这 .( 个继承式母题中#- 个可追溯至
印欧民族的共同祖先///原始印欧族 (B4%$%W
Q#:%WT14%]"8#)#)- 个可追溯至西方印欧族的共
同祖先///原始西方印欧族 ( B4%$%WV"@$"4#W
Q#:%WT14%]"8#)#如表 ) 所示#其中"显示该母题
为所属祖先民族的准确率高于 .S|#未加"号
则表示该母题为所属祖先民族的准确率高

于 *S|$

表 G!原始印欧族和原始西方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原始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原始西方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K>+&, 男孩偷了恶魔的宝藏 <K>+)) 姐妹救人 <K>*SS 超自然助手
<K>++S"

史密斯和恶魔 <K>+&, 男孩偷恶魔的宝藏 <K>*S* 感恩的死者
<K>-S& 动物新娘 <K>++S"

史密斯和恶魔 <K>*+) 聪明的马
<K>**- 感恩的动物 <K>++& 教父之死 <K>**-"

感恩的动物

<K>-S& 动物新娘 <K>*'& 荆棘之舞
<K>-&*;美女和野兽 <K>(*S<坚强的约翰
<K>-.S 生与死的朋友 <K>(.* 懒惰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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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以<K>++S 为例#该母题为原始印欧族共有
的准确率高于 .S|$ <K>++S 在印欧民族谱系上
原始印欧族节点和余下节点的正误率如图 * 所
示#其中每个节点圆圈中的黑色占比表示<K>++S
存在于此节点的准确率#灰色占比表示 <K>++S
存在于此节点的错误率$

-比较.对印欧民族魔法故事原始性的追溯#
虽由文本分析取得#但和语言*考古方面证据互为
印证$ 以!<K>++S 史密斯和恶魔"为例#该故事
的情节如下+史密斯是名冶金匠#和恶魔签订协议

后#获得了高超的冶金能力#不过最终他幡然悔
悟#将恶魔焊在了金属上$ 该故事普遍存在于印
欧民族中#且核心情节稳定$ 系统发生分析进一
步显示#该故事极大可能存在于原始印欧族的
叙事中#这意味着原始印欧族已掌握冶金术#其
社会成型因而可追溯至约 * SSS/( SSS 年前的
铜器时代(!870D?8K"E48#0')$ 这与历史语言
学家基于考古和比较语言学证据提出的原始印

欧语起源于 * SSS/( SSS 年左右的!坟冢假说"
互为印证$1

图 *6<K>++S 在印欧民族中的分布正误(据 :870D?88#:K"E48#0原文的图 & 重绘(*))

三&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史和现状

尽管系统发生分析于 &S 世纪 ,S 年代末才被
引入文学研究#但母题分析的历史可追溯至 )' 世
纪末$ 根据本文采用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
广义定义#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包含了母题分
析#因而本文将母题分析史视为文学文本系统发
生分析史的一部分$ 从 ,S 年代末引入至 &) 世纪
前十年#系统发生分析一直未受到学者足够的重
视$ 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重心依然在母题分析#
尤其是对同源母题的测定$ &S)S 年后#随着德威
和特拉尼两位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系列

印欧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研究#系统发生分析逐
渐被文学研究者所关注$ 本文将文学文本系统发
生分析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S 年代前的
!史前史"*,S 年代至 &) 世纪前十年的!探索期"
和 &S)S 年至今的!成熟期"$2

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史前"期()' 世
纪末至 &S 世纪 ,S 年代)#研究者的重心放在母题
析取上#即识别文本中的母题#并对其作质性剖
解$ 这一时期从事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
者#主要由民俗学者构成#以安蒂0阿尔内(<#$$0
<84#")*斯蒂思0汤姆森 ( 7$0$E KE%F]@%#)和汉
斯 约尔格0尤瑟(Y8#@W\}4U>$E"4)为代表$ 阿
尔内在 )')S 年出版的 -民间故事类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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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0,42#%1m%-"#0+=B#0)中#识别了欧洲民间
故事中的主要叙事母题$ 汤姆森是阿尔内的继承
者#于 )'+& 年至 )'+( 年间陆续出版了阿尔内体
系的扩展版-民俗文学的母题索引. (1&+,.W,02#8
&.A&(DW5,+#%*+6%#)$ 该体系以阿尔内和汤姆森两
人的姓氏命名#被称作阿尔内 汤姆森母题体系#
简称<K体系$ 在尤瑟作进一步增订前#<K体系
是 &S 世纪后半叶广为流传*影响最大的母题体
系$ 例如#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
参照了 <K体系$ &SS- 年#尤瑟总结多年研究成
果#出版了-世界民间故事类型+分类和文献.#对
<K体系作了大幅增订$ 增订后的母题体系以阿
尔内*汤姆森和尤瑟三人的姓氏命名#被称作阿尔
内 汤姆森 尤瑟母题体系#简称 <K>体系$ <K>
体系是目前最常用的母题体系#收录了近 &SSS 个
母题#涵盖了 &SS 多个民族$ 不过该体系因采用
欧洲视角而常为人所诟病$3

鉴于此#许多后继学
者在借鉴 <K>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母题体
系#如国内学者杨利慧和张成福于 &S)+ 年出版的
-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和王宪昭于同年出版的-中
国神话母题V编目.$ 在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是
尤里0贝勒斯金(J140G"4"m50#)自 'S 年代开始
建立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456

从 &S 世纪 ,S 年代末至 &) 世纪的前十年#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进入!探索期"$ 加拿大民
俗和人类学者托马斯0阿卜勒(KE%F8@<PD"4)于
)',. 年发表了-树图和天树+易洛魁创世神话的
数字分类和变体.(?#02%&<%*)*02 3#(#4+,*(!%##G
E6)#%,-*(!*8&0&)=*02 K*%,*0+4&.+"#;%&d6&,*0
3%#*+,&0 1=+")#运用系统发生分析法研究了北美
印第安原住民易洛魁人的创世神话谱系#开启了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探索期"$ 殊为可惜
的是#阿卜勒引入的系统发生分析在当时仅有学
者小田淳一(L:82\1# 0̂RE0)在-民间故事的结构
描写+使用生物信息多层校准程序.(?#4-%,B+,&0 &.
/+%6-+6%#&.+"#A&(D+*(#GS4,0< * P,&,0.&%)*+,-4
16(+,B(#>(,<0)#0+$%&<%*))中作了积极回应#未
能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 这一时期大部分学者的
研究重点仍在文本的母题分析上$ 除延续上一时
期的母题析取研究#同期以贝勒斯金为代表的学
者转向了母题同源性测定#即测定哪些母题属于
跨民族的同源母题$ 贝勒斯金基于自己建立的
!世界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运用一系列

统计方法#对各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展开
同源测定#最终形成了!神话地图"这一大型可视
数据库$457

贝勒斯金的!神话地图"是目前已知最
大的同源母题数据库#囊括了贝勒斯金的世界神
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中的全部母题和民族#
还纳入了对这些母题同源性测定结果$ 基于!神
话地图"#贝勒斯金对美洲印第安神话母题进行
了深入考察#辨别了印第安神话中源自亚洲的母
题和 )( 世纪!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者带入的
神话母题$458

德威和特拉尼是当代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

的代表人物#带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走入了
!成熟期"$ &S)S 年至今#系统发生分析在人文研
究中逐渐成熟$ 各人文领域的学者#运用系统发
生分析#产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 例如
在 &S)' 年和 &S&) 年登上国际顶级刊物-自然.的
两篇利用系统发生分析完成的语言起源研究

459$
这些重磅发表#让各人文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系
统发生分析#其中包括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
者$45:

沿着阿卜勒在 ,S 年代末铺设的研究路径#
德威和特拉尼将系统发生分析大规模运用到了对

印欧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德威团队对皮格马
利翁(BAUF8D0%#)神话*波吕斐摩斯(B%DA]E"F1@)
神话和宇宙狩猎(;%@F0RY1#$)神话作了研究45;#
特拉尼团队则对小红帽(/0$$D"N": N0:0#UY%%:)
童话和印欧魔法故事作了研究

45<$ 这一时期的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有三个特点+大数据化*计算
化和跨学科化$ 所谓大数据化#指这一时期的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依赖的母题数据#无论在数
量和范围上都远大于前一时期$ 例如#特拉尼团
队在研究印欧魔法故事时#调用了 *S 个印欧民族
的母题数据(见本文第二节)$ 所谓计算化#指这
一时期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在处理数据时#
全部采用最新的计算和统计模型$ 例如#特拉尼
团队在研究印欧魔法故事时运用!统计和自逻辑
回归等模型(见本文第二节)#全方位甄别了 *S 多
个印欧魔法故事中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并采用多种
系统发生分析法#完成了对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的
谱系分析$ 所谓跨学科化#指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
系统发生研究#因数据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加#不能
再只靠一人之力#而需跨学科的多人团队合作$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三阶段#事实上
对应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流程中的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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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史前"
期#研究重心在叙事母题析取,!探索期"的研究
重心在同源母题测定,而到了!成熟期"#研究重
心才最终转向谱系分析$ 这种对应关系反映了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后一
阶段的研究都是在前一阶段研究完成的基础上进

行的#且只有在完成前一阶段研究后#才能顺利开
展后一阶段的研究$

四& 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启示和反思

&S)' 年复旦大学金力团队在-自然.上发表
了用系统发生分析所作的汉藏语系起源研究-新
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汉藏语起源的系统发生证

据.(!BEAD%U"#"$0RT?0:"#R"9%470#%WK0P"$8# L40U0#
0# H%4$E"4# ;E0#80# $E"/8$"H"%D0$E0R")#引起国
内外人文学者的普遍关注#显示系统发生分析在
国内人文领域已有了一定应用基础$ 国内文学研
究界目前尚无对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介绍#
更未有研究应用此范式$ 本节探讨将文学文本系
统发生分析引入国内学界的可行性#并思考该研
究范式向更广泛的文学文本扩展#发展成更为普
遍的一种跨学科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一" 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启示
从上文的考察可看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

析是对传统母题研究的拓展$ 国内多数学者对母
题的研究#仍处于分类学阶段$ 即通过对神话和
民间故事文本的分类整理#析取其中对理解!人
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
的概念"(乐黛云等 ),')有帮助的母题$ 中国神
话和民间故事的母题分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追溯至 &S 世纪 +S 年代沃尔弗拉姆0艾伯华
(V%D948FTP"4E84:)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A&(D+*(#4&.3",0*)$ 该书遵循阿尔内在-民间故
事类型列表.设定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故事纳入
阿尔内的母题分类体系中$ 阿尔内的分类体系#
是在对欧洲民间故事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 艾伯
华并未拘泥于此#而是将中国民间故事视为不同
于欧洲故事的体系$ )'., 年丁乃通出版的-中国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更全面*完整地向世界呈现
了中国民间故事的面貌$ &SSS 年金荣华基于 ,S
年代以来完成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参照
<K体系编制了 -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3类型索

引.$ 此后#国内还出版了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
事类型研究.(&SS& 年)和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
间故事类型研究.(&SS. 年)$ &S)+ 年#国内两位
神话研究专家杨利慧(及其学生张成福)和王宪
昭各自推出了新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中国神
话母题索引.和-中国神话母题 V编目.$ 两部
书均未照搬已有的 <K体系或 <K>体系#而是基
于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设计了新的母题
体系$ 从以上列举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神话和
民间故事的母题研究已卓有成就$ 遗憾的是#这
些母题索引书在出版后只被学者作为参考工具书

置于案头以备查询#索引中的大量母题数据实际
上并未被用于研究$45=

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前辈

学者们辛苦整理得出的数据1 这是传统母题研究
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指
明了方向+对这些母题进行同源性测定#进而对同
源母题序列作谱系分析$

&SS-/&S), 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C赵辉 */,)的开展#文学界对中国神话
和民间故事同源性的探讨也方兴未艾$ 母题作为
文本中有分析价值的叙事要素#对研究神话和民
间故事的起源有极大意义+拥有更多数量同源母
题的文本#在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也更近$ 从同
源母题切入#研究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进而研究
民族间的发生关系和历史联系#是文学文本系统
发生学第二阶段的研究重心所在$ 国内学者近年
来也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研究#尤以王宪昭于
&S&S 年出版的-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为代
表$ 王宪昭多年来浸润于对中国多民族神话母题
的研究$ 他在 &S)+ 年出版的-中国神话母题 V
编目.中#对各民族神话中的同源母题进行了深
入调研#解读了数量可观的多民族神话文本的互
文性$ 从神话母题同源性的角度#诠释了汉族和
周边民族的密切联系#有力论证了中华各民族的
多元一体性$ 然而受限于研究方法#王宪昭对神
话母题同源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也未能
充分调用中华各民族的语言谱系和各民族地理距

离等相关信息$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 !
统计和自逻辑回归(见本文第一节)#可以弥补研
究方法上的缺陷+使用 !统计分析-中国神话母
题V编目.中神话母题相对民族语言谱系的分
布#可以相对明确地辨析出哪些神话母题#最有可
能是中华各民族的继承式同源母题,而使用自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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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回归分析-中国神话母题 V编目.中神话母题
相对于民族地理距离的分布#可以相对明确地分
析出哪些神话最有可能是民族因迁徙和接触而出

现的扩散性同源母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华民族起源和融合的研

究#多采用基因*历史*考古和语言等证据$ 以叶
舒宪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从文学和文化考古的角度

出发#为中华民族探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响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叶舒宪于 &S)* 年
出版-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运用多重证
据法#从多角度探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神话
呈现的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同源性#在学界引起了
极大反响$ 但须指出#以往文学研究者在中华文
明探源过程中所得的结论#都是基于对有限文本
数据(如女娲神话*盘古神话*格萨尔王传说)或
有限文化遗产数据(如女娲伏羲图*熊图腾形象)
分析所得的假说#甚至有的假说间还存在较大的
龃龉之处$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引入#为验
证这些假设提供了有效方法$ 对中华各民族神话
和民间故事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进行系
统发生分析#可以直观呈现出这些文本之间存在
的遗传和分支关系$ 而这些关系#事实上映射了
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发生关系$ 就此
而言#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可借鉴金力团队对汉藏
语系语言所作的系统发生分析$ 在汉藏语研究领
域#对汉藏语的起源有两种假设+一种主张原始汉
藏语起源于中国北方#因而被称为北方起源假说,
与之相对应的西南起源假说则认为#原始汉藏语
起源于中国西南或印度东北$ 金力团队对汉藏语
言中同源核心词汇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所得结
果为原始汉藏语的北方起源假说提供了支持$ 在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
间故事文本对应了金力团队所作研究中不同的民

族语言#而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则可比对为各
民族语言的核心词汇$ 若金力团队的结论可靠#
那么用系统发生分析法对汉藏民族神话和民间故

事文本的分析#必然也会得到类似结论,若文学文
本系统发生分析所得结论#与金力团队的结论相
左#则有必要对差异之处作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本文第二节介绍的特拉尼团队的研究可为此类研

究提供参考#国内学者可在这一方向跟进和探索$
!二" 对系统发生分析法的反思和拓展
当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有一个特点#即

参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者几乎都是民俗

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被考察的文学文本几乎都是
神话或民间故事$ 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俗
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更感兴

趣1 为什么神话和民间故事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
分析中更受青睐1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早在
被用于文学研究前#系统发生分析已被广泛用于
人类学和民俗文化研究#因而相较于文学研究者#
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更熟悉该方法#也更容易将
其扩展到相关领域$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系统
发生分析的原料是具有遗传性的特征序列#而在
所有文学文本中#通常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或
者说广义上的口头文学)呈现出较强的遗传性特
征#即叙事母题的传承$ 系统发生分析能否扩展
至其他更广泛*普遍的文学文本呢1 根据以上分
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在这些文学文本中找到
遗传性特征$ 鉴于母题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
文本#本文主张系统发生分析同样可用于这些文
本研究$ 这对于当下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
系统发生分析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拓展#也为文学
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认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至少可以在以
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推进+其一#研究某一特定题
材文学作品的历时嬗变,其二#研究某一经典文学
意象(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历时嬗变$

&S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 <K体系在文学研究
领域的影响扩大#诸多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将原本
用于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的 <K体系#应用于对
某些特定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 这些特定题材的
文学作品通常相互影响#共享类似情节#而这些类
似情节可被视为文本的遗传性特征#即一个文本
从另一个或另一些文本继承所得的叙事范式$ 早
在 )'.. 年#美国学者韦斯利0柴尔德斯(V"@D"A
;E0D:"4@)就采用<K体系对 )*/). 世纪西班牙流
浪汉小说中的叙事母题作了分类#出版了-西班
牙流浪汉小说中的故事+母题索引. (!*(#4.%&)
/B*0,4" $,-*%#46d#E&:#(4G>1&+,.W;02#8)$ 美国学
者安 0 翠西 (<## K48RA) 于 )',) 年出版的
-).'S/),+S 年间的哥特小说+情节总结和母题
索引 . ( !"#Q&+",-E&:#(\`]^ \b_^G $(&+
/6))*%,#4*02 ;02#8+&1&+,.4)采用 <K体系细致
梳理了 ).'S 年至 ),+S 年间出版的哥特小说中的
叙事母题$ 法国学者阿妮塔0格勒乌 亚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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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系统发生分析+历史*现状和反思

(<#0$8o1"44"81W\8D8P"4$)于 )''& 年出版的-法国
亚瑟传奇诗的叙事母题索引()& 至 )+ 世纪).
( ;02#8 2#41&+,.4E*%%*+,.4 2*04(#49&)*04
>%+"6%,#04A%*0n*,4#0 K#%4[e;;#We;;;#/,k-(#4)采用
<K体系对 )&/)+ 世纪流传于法国的亚瑟传奇诗
中的叙事母题作了归纳$ &S 世纪晚期#采用 <K
体系对特定题材文学作品所作的母题分析#远不
止以上列举的几种$ 殊为可惜的是#这些母题索
引长期以来都只被当作检索类工具书#其中大量
的母题数据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本文认为#将系
统发生分析引入对某一题材文学作品的母题索引

的研究#为研究该题材文学作品嬗变提供了新
视角$

另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是用系统发生分析
法研究文学意象(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历时嬗变$
文学意象的历时嬗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
诸多西方经典文学人物#如哈姆雷特#在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均因社会文化变迁而被重新阐释

(!%P@%# &(' &.*)$ 特拉尼对小红帽和辛德瑞
拉故事嬗变的研究#以及德威对皮格马利翁和波
吕斐摩斯故事嬗变的研究#可以看作对文学意象
嬗变研究的早期尝试$ 不过须注意#因特拉尼和
德威均为民俗学和人类学家#他们选择研究的对
象通常是神话或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并未扩展至
更为普遍的文学意象$ 此外#两人在研究中并不
单独分析文学意象的嬗变#而是依托于具体故事#
考察故事的嬗变#以期获得其投射的文化变迁等
信息$ 而对文学意象嬗变的真正研究#则应更关
注意象本身的嬗变#例如哈姆雷特在不同历史时
期被赋予不同形象$ 在使用系统发生分析法对文
学意象嬗变展开研究时#对意象在某一时期的叙
事描述可被析取出一系列的母题#这些母题所构
成的序列可被认为是该意象在该时期的遗传信

息$ 将系统发生分析引入对这些文学意象在不同
时期对应的叙事母题序列的研究#为研究文学意
象演变规律提供了新方向$ 这不仅对特定文学意
象的研究者具有极大吸引力#更为文学史研究开
辟了一条新路径$

结!语

文学是所有人文研究领域中最为坚守传统的

领域之一$ 以!近读"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者们

主张坚守对文本的阐释#对使用计算和统计模型
分析文本常敬而远之$ 然而本文在引言中业已说
明#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系统发生分析仅
是一种文本挖掘方法#而研究本体和阐释对象始
终未发生改变#依然是文学文本和文本投射的文
化变迁$ 换言之#和激进的数字人文学者相比#本
文主张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系统发生分

析法视为一种研究方法$ 它无法替代文学研究的
对象#即文学文本,更无法替代文学研究的目的#
即对文学文本的阐释$ 若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
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应该也无理由拒绝在文学研
究中引入系统发生分析吧1 从国内文学研究的角
度出发#本文认为#鉴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
跨学科性质和已取得的重大国际影响#将该研究
范式引入国内不仅能为国内文学研究增添新维

度#还有助于国内的新文科建设$ 文学文本系统
发生分析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坚
守在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领域#还是向更广泛*更
普遍的文学文本拓展1 我国学者也许可以在此十
字路口!后来居上"+一方面#神话学和文学人类
学的学者可以沿着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已铺设

的研究路径#充分调用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
数据来研究中华民族的系统发生,另一方面#对文
学嬗变感兴趣的学者们可以将该系统发生分析运

用于更多类型*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学文本(尤其
是中国文学文本)的研究#开拓文学研究的新
视角$

注释!"#$%&"

! 狭义的系统发生关系包含遗传关系和分支关系$ 遗传
关系指!生物在遗传组成方面的关系#在群体遗传学中采
用遗传相关系数来度量#在种%&&'间采用亲缘距离来
度量"#而分支关系指!物种或类群之间与共同祖先相对
近度的关系"(黄原 +/-)$ 有些学者认为#系统发生关
系还包括表征(]E"#"$0R)关系#即!以所有可利用性状为
基础的全面相似性程度排列的关系" (黄原 &)$ 本文参
考黄原的观点#采用狭义的系统发生关系定义#将其视为
分支关系和遗传关系的叠加#即!由垂直遗传构成的分支
关系"(黄原 *)$

" 除近年来被用于文学研究外(见本文第三节)#系统发
生分析自 &S 世纪 (S 年代被引入文化研究以来#主要被用
于研究手稿变异*语言进化和文化遗产演变$ 林德尔0

布朗厄姆(/0#:"DDG4%FE8F)在-意义和目的+使用系统发
生学来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演变 . (cZ"8#0#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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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0#UBEAD%U"#0"@$%Q#?"@$0U8$"Y1F8# Y0@$%4A8#:
;1D$148DT?%D1$0%#e)一文中对这些研究作了详细梳理和精
彩评述#可资参考$

# !远读"和!近读"是数字人文学者区分的一对重要概
念#由弗朗哥0莫雷蒂( 4̀8#R%Z%4"$$0)提出(**)$ !远
读"指的是将文本视为数据来源#使用统计和计算方法大
规模处理文本数据#为文本阐释提供证据来源$ 与之相
对#!近读"通常认为是传统文学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即强
调结合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学批评理论对一个个文本单独

进行考察$ 厘清这对概念的差异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
分析显然应归入!远读"视角的研究#因而也可被纳入数
字人文研究的范畴$
$ 本文在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宣读时#

有学者指出将母题序列比作基因序列并不恰当#因为基
因序列上的基因排列是天然的#而母题序列上的母题排
列是人为的$ 我们认为#确实不存在天然的母题排列#甚
至连母题析取都是一项主观工作$ 但人为的母题排列并
不会影响系统发生分析方法的运用#因为系统发生分析
在设计和应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序列中每个位
点(即母题的位置)的进化都是独立和随机的(黄原 ,/
)-)$ 这意味着#母题序列上母题的排序不会影响系统发
生分析的结果$ 尽管如此#值得深思的是+各母题间是否
完全独立1 或者说#人为识别的母题间是否存在结构性
联系1 德威和特拉尼在-系统发生分析遇上民间故事+生
物信息学视角下的国际民间故事研究. (cBEAD%U"#"$0R@
Z""$@̀ %D5D%4"=G0%0#9%4F8$0R@<]]4%8RE"@$%$E"7$1:A%9
Q#$"4#8$0%#8D̀%D5$8D"@e)中对此有过初步讨论())))$ 学界
目前对此问题尚无定论#未来可作进一步研究$

% 考古和基因证据显示#印第安人和东北亚人有更近的
亲缘#因而通常认为最早的印第安人是经白令陆桥进入
美洲的古东北亚人$ 拉斐尔0比索 马查多(N898"DG0@@%W
Z8RE8:%)和涅尔森0法贡德斯(H"D@%# \6N6̀8U1#:"@)在
-智人迁徙和开辟美洲.(cY%F%78]0"#@!0@]"4@8D8#: $E"
B"%]D0#U%9$E"<F"40R8@e)中对这些证据作了梳理#可资参
考$ 欧洲人大规模进入美洲是在 )( 世纪地理大发现后$
尽管在美洲被欧洲殖民期间#印第安神话曾向欧洲殖民
者神话借用叙事要素#但认为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的
亲缘更近显然不合理$ 贝勒斯金在-开辟新大陆+基于民
间故事母题的数据分布.(cB"%]D0#U%9$E"H"IV%4D: 94%F
!8$8%# !0@$40P1$0%#@%9̀ %D5D%4"Z%$09@e)一文中对印第安
神话中叙事母题的来源作了考证#可资参考$
&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 !统计和自逻辑回归的原理不
作深入介绍$ 当然#除这两种方法外#还有其他可用作同
源性测定的方法$ 苏珊0弗里泽(71@8##"<6̀40$m)和安
迪0浦尔维斯(<#:AB14?0@)的-哺乳动物灭绝风险和威
胁类型的选择性+二元性状系统发育信号强度的新测量
法. (c7"D"R$0?0$A0# Z8FF8D08# TM$0#R$0%# N0@5 8#: KE4"8$

KA]"@=<H"IZ"8@14"%9BEAD%U"#"$0R70U#8D7$4"#U$E 0#
G0#84AK480$@e)*玛丽0唐纳(Z84A;6K%I#"4)等人的-基
于邻接图的文化广义演化. (c;1D$148DZ8R4%"?%D1$0%# %#
H"0UEP%4o48]E@)#以及的塔玛拉0蒙克缪勒 (K8F848
Z{#5"F{DD"4e)等人的文章-如何测量和测试系统发生信
号.(cY%I$%Z"8@14"8#: K"@$BEAD%U"#"$0R70U#8De)对这
些统计方法作了比较和介绍#可资参考$

0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四种系统发生分析法和事后评
估采用的引导法的原理也不作深入介绍#详见黄原所著
-分子系统发生学.的第八至十四章$
1 !坟冢假说"认为原始印欧人的历史可追溯至 * SSS/(
SSS 年前铜器时代东欧大草原的!坟冢文化"#即第聂伯河
和伏尔加河地区的萨马拉文化和塞罗格拉佐沃文化

(o0FP1$8@)'S)$
2 关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史#也可参见马克0

蒂亚尔(Z84RKE10DD84:)等的研究-世界神话的大规模研
究.(c</84U"W@R8D"7$1:A%9V%4D: ZA$E@e)$ 该文采用文
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狭义定义#因而不把母题分析史
作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一部分$

3 贝勒斯金指出+!因其采用欧洲中心视角#<K>索引对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伯利亚*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的
民间故事所作的分类极为有限#而澳大利亚和美洲则完
全在其视角之外$"(G"4"m50#2cB"%]D0#U%9$E"H"IV%4D:
94%F!8$8%# !0@$40P1$0%#@%9̀ %D5D%4"Z%$09@e.+)此外#针
对<K>索引对欧洲民间故事的分类#贝勒斯金指出+!很
多相同故事类型下属的故事变体的情节千差万别#以至
于想要去分析相同故事类型下属的这些特定文本间的相

似性#在不查询%故事来源的'原出版物的情况下是不可
能的$"(.+)
456 贝勒斯金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母题故事数据库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母题数据库#包含了 & SSS 多个母题#涵盖了
世界上近 ) SSS 个民族的民间故事$ 贝勒斯金的数据库
目前只有面向公众的在线版本+E$$]+ssIII641$E"#08641s
9%D5D%4"sP"4"m50##未以纸质本出版$ 相关报道可见贝勒斯
金的 -民间故事和神话数据库+产出和研究潜力.
(c̀ %D5D%4" 8#: ZA$E%D%UA ;8$8D%U1"= Q$@ /8AW%1$8#:
B%$"#$08D9%4N"@"84REe)一文$
457 !神话地图 " 目前只有内部参考版本+ E$$]+ss
F8]@%9FA$E@6R%Fs#未以纸质本出版$
458 贝勒斯金对美洲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研究下力最深#相
关成果可见 -宇宙狩猎+西伯利亚 北美神话的变体.
(c;%@F0R Y1#$= a8408#$@ %970P"408#WH%4$E <F"40R8#
ZA$Ee)*-西西伯利亚*东北亚和下阿穆尔河滨海边疆区
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相似之处 . (c̀%D5D%4"W
FA$E%D%U0R8DB848DD"D@8F%#UB"%]D"@%9V"@$"4# 70P"4082
H%4$E"8@$"4# <@0828#: $E"/%I"4<F14WB40F%4A"N"U0%#e)*
-!地下潜水"和!地底浮现"+宇宙起源故事作为美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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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系统发生分析+历史*现状和反思

第安人异质起源的证据. (ciT84$EW:0?"4j8#: iTF"4U"#R"
94%F1#:"4$E"T84$Ej=;%@F%U%#0RK8D"@8@T?0:"#R"0#
8̀?%4%9$E"Y"$"4%U"#0RL40U0#@%9$E"<F"40R8# Q#:08#@e)*

-恶作剧故事的美洲传播+民间故事母题的区域分布.
(cK40R5@$"4@K4%$$%<F"40R8=<4"8D!0@$40P1$0%# %9̀ %D5D%4"
Z%$09@e)*-西伯利亚民间传说和纳 德内的起源 .
(c70P"408# %̀D5D%4"8#: $E"H8W!"#/L40U0#@e)*-开辟新大
陆+基于民间故事母题的数据分布.(cB"%]D0#U%9$E"H"I
V%4D: 94%F!8$8%# !0@$40P1$0%#@%9̀%D5D%4"Z%$09@e)和-阿
萨巴斯卡 西伯利亚民间故事联系+寻找纳 德内的起源.
(c<$E8P8@58#W70P"408# %̀D5D%4"/0#5@=0# 7"84RE %9H8W!"#"
L40U0#@e)等论文$
459 即金立团队发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汉藏语
起源的系统发生证据. (cBEAD%U"#"$0RT?0:"#R"9%470#%W
K0P"$8# L40U0# 0# H%4$E"4# ;E0#80# $E"/8$"H"%D0$E0Re)和玛
蒂娜0罗比茨(Z84$0#"N%PP""$@)团队发表的-三角测量
支持跨欧亚语言的农业传播. (cK408#U1D8$0%# 71]]%4$@
<U40R1D$148D7]4"8: %9$E"K48#@"148@08# D8#U18U"@e)$
45: 严格意义上#这些研究对本体问题的追问未发生变化#

大部分仍在研究某种物质性或非物质性文化的历时嬗

变$ 但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采用跨学科*更为科学的
系统发生分析和一系列计算和统计模型#使分析结果更
加科学和客观$

45; 德威团队在-皮格马利翁母题+非洲起源和在非洲的传
播.(c/"Z%$09:"BAUF8D0%#=L40U0#"<948@0"##""$!0991@0%#
"# <940d1"e)中对皮格马利翁神话进行了系统发生研究#
在-波吕斐摩斯故事+系统发生重构. (c/";%#$"W$A]":"
B%DA]EyF"=T@@80:"N"R%#@$0$1$0%# BEAD%U/#/$0d1"e)和-波
吕斐 摩 斯+ 旧 石 器 时 代 的 传 说1. (cB%DA]E"F1@=8
B8D8"%D0$E0RK8D"~e)两篇论文对波吕斐摩斯神话进行了系
统发生研究#在-柏柏尔天空中的宇宙狩猎+旧石器时代
神话的系统发生重构.(c<;%@F0RY1#$0# $E"G"4P"475A=
<BEAD%U"#"$0RN"R%#@$41R$0%# %98B8D8"%D0$E0RZA$E%D%UAe)

中对宇宙狩猎神话进行了系统发生研究$
45< 特拉尼团队在 -小红帽的系统发生谱系. (cKE"
BEAD%U"#A%9/0$$D"N": N0:0#UY%%:e)中对中世纪流传下
来的小红帽童话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在-比较系统发生
分析揭示印欧民间故事的古代起源.中对印欧民族流传
的魔法故事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见本文第二节)$

45= 王宪昭先生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方法#通过逻
辑归类和体系构建#完成了-中国神话母题 V编目.的数
字化$ 数字版-中国神话母题 V编目. (E$$]+ssFA$E6I6
mE%#UA8#6%4U)的推出为当代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极大助
益#推动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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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舶来的乡愁***GHIJ 年代前后域

外乡愁小说的译介%
作者"冯C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S&+ 年 )) 月

本书以 )'+S 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个案

解读#力图在文学内部的情感动力与外在权力机制的复杂互动关系中#揭示中国

文学现代乡土意念发生及其嬗递的复杂情状$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一*将中国文

学现代转型置于人的现代化视域内予以审视#将域外情感资源及其价值理念的

本地化落实在乡土中国!身家性命"的!感觉结构"内,二*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外

跨文化场域内#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流变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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