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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类型丛与情节类型

圈
故事研“ 上 ’

康 丽

摘 要 本文以 中国巧女故事为研究对象
,

在 回溯相 关学术史的基础上
,

对 则 巧女故事

文本进行爬梳整理和分类观照
,

运用 故事
“

语义丛
”
的核心理念

,

将
“

故事类型丛
”

这

一学理性解析贯穿于巧女故事形 态结构的立体考察中
,

依照故事文本展示的难题种

类
、

巧女破解难题的 方法及其智慧展现之间 的 关联
,

将巧女故事分为善处事
、

善说话

和善理解三大类
,

并在各类归属下分别 归 纳 出 十一个故事 系列
、

三十二个情节类型
,

从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

系统地重新划分和归 纳 了 中国巧女故事的常见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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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巧女故事的界定与类型学

研究

巧女故事
,

因其传承时域的广远 ①和女性
主人公的聪慧

,

而在中国民间故事的库藏中

占有一席主要位置
。

学界对这类故事的认识
始于二十世纪 年代末

,

辗转 余年
,

其概

念界定一直随着学者研究意图的变更而变化
着

。

概括而言
,

学界对巧女故事概念内涵的界

定大体一致 ② ,

但在概念外延的设定上则存在
着分歧

,

这种分歧大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

种
。

狭义外延说比较严格地设定了巧女故事
的外延

,

这种设定在以往巧女故事类型的研
究成果中多有体现 ③

,

基本上是将该类故事囿

限在 分类中的
、

和 的编码范

围内
。

狭义外延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

是江帆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

她依据故事主人公的社
会身份将巧女故事的外延回缩为

“

巧媳妇
”

故
事

,

其狭义外延的设定是建立在主人公角色

定位的基础上的 ④。

如果我们将巧女的角色确

定为难题的破解者和考验的经受者
,

那么这

种界定是比较恰当的
。

但是
,

如果我们把故事

的重心从巧女对难题的破解拓展至故事对女

性智慧的称颂
,

那么这种外延的限定就需要

再斟酌了
。

与之相对
,

广义外延说则不着重强调该
类故事的外延层面

。

屈育德在 《略论巧女故

事 》开篇之初对巧女故事的简要论述
,

可以作

为广义外延界定的代表
,

她认为
“

在丰富多

彩的 民间 文学宝库 中
,

有一类传统的 民间 故

事专 门 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
,

许多看来

无法解决 的难题
,

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 而

解
,

人们 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
‘

巧女故事
’ 。 ” ⑤

细究这一定义
,

不难发现
,

屈育德对巧女故事

概念的考量是偏重于内涵的
,

基本上未对外

延设限
。

她点明 了巧女故事所应含括的三个

基本要素 女性主人公
、

难题和破解难题的才

智
。

当然
,

这种界定比较模糊
,

也稍显粗略
,

但

这也为后人发掘故事中民众对女性生活和智

慧的认识
,

提供了一个更广大的故事空间
。

在两种外延说中
,

本文更倾向于后者
,

即

不严格囿限该类故事的外延
,

将巧女故事界

定为 在以家庭或家族问题为中心的境域中

展开的
,

以展现故事女性主人公聪明才智为

目的的生活故事
。

这类故事主要讲述的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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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女性在 日常家庭生活 中 的行为与活动
。

她

们凭借 自己机敏的言行
,

解决了各种与家庭

或家族有着复杂纠葛的难题
,

坚定地维护着

家庭的威望和 自身的利益
。

构成该类故事的

基本因素包括 女性主人公的身份
、

考验方式
和破解难题的智慧 ⑥ ,

其中
“

考验方式
”

囊括了

实施考验的主体
、

困境设置
、

难题种类
、

解题

方法和考验结果五个基本环节
。

由于采用广

义的界定
,

因此在
“

实施考验的主体
”

这一环

节中
,

就存在了两种可能 其一
,

主体是 由巧

女的对手承担 其二
,

则是由巧女本人承担
。

重新设定了巧女故事的外延之后
,

我们

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

即从严格意义上讲
,

巧

女故事不是一个单纯的类型
,

而是储量丰沛

的类型聚合
。

判定这一聚合的构成方式
,

对于

解析巧女故事的形态结构而言
,

是至关重要

的
。

通过对现当代民间流传的 则巧女故

事文本 ⑦的爬梳整理和分类观照
,

我们发现
,

在这个类型聚合中
,

各类型的组合编排并不

是平面式的简单附加
,

而是一种基于主干的

立体性丛构关系
。

根据这种丛构的结构特性
,

本文将巧女故事定性为一个故事类型丛
。

作

为新创概念
, “

类型丛
”

的提出源于故事学研
究中的

“

类型群
”

概念⑧。

虽然二者同样作为上

级概念被用来标定故事类型的集合
,

但
“

类型

丛
”

旨在强调类型结构方式上的立体性
,

而非
“

类型群
”

所倾向的平面式聚集
。

因此
,

本文创

用 了
“

类型丛
”

这一概念
,

来界定巧女故事在

叙事学意义上的性质
。

民间故事的文本不是由书面语言建构而

成
,

而是民众 口 头讲述活动的结果
。

这就意味

着
,

民间故事的讲述只能服从于民众口语思维

和表述的特点
。

换言之
,

故事文本所能传达出

来的文化观念或其它相关的文化信息是受其
叙事结构与形态特征限定的

。

只有在理清故事
的叙事特征与形态结构之后

,

才有挖掘出接近

于文本事实的文化信息的可能
。

有鉴于此
,

本

文将巧女故事的形态结构作为主要的研究方
向

,

即将在前人类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

依

据笔者搜集的巧女故事文本
,

重新划定中国巧

女故事的情节类型及其类别归属
。

在设定这一

故事类型丛的划分原则与标准前
,

我们势必需

要了解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
。

中国学者惯常使用的类型 目录与索引主

要有四种 钟敬文《中 国民间故事型式 》⑨
、

艾
伯华《中国 民间故事类型 》

、

丁乃通《中国民间

故事类型索引 》和金荣华《中 国 民间故事集成

类型索引洲 》
。

从上述四种 目录与索引 的编撰

方法看
,

在中国 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中
,

实际

上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秉持民族化和本土

化的原则
,

按照中 国民间故事 自有的体系进

行类型编撰 二是借用国际通行的编码体系
,

即 以 索引 为基础进行类型 的分类与编

辑
。

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 》与艾伯华
的《中国 民间故事类型 》是前者的代表

’ ,

它们

都是将中 国民间故事体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

象
,

重点把握中国 民间故事的特殊风貌
。

正如

艾伯华在其书《前言 》中指出 的
“

本书不是严

格按照阿尔奈提出的模式来编排的
。

中国民

间故事的特点
,

无论从内容
、

还是从它们的特
点来说

,

都比较容易地看出
,

它们是属于一个
整体

,

彼此不能分家
。 ’, ⑩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是后

者的代表
,

这是一部借用 分类法的编码

体系来处理中国 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
。

它将

形态一致或近似的中国民间故事完全楔人到

分类法的编码中去
,

从而把中国民间故事

纳人到国际民间故事的比较体系之中
。

相形之下
,

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类型索引曰 》则融会了两种倾向
,

同时兼顾了

中国 民间故事的特殊性与国际性
。

这是一部
以丁乃通《中 国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为基础而

加 以改进的专题性索引
。

它按 分类法来
编排中国民间故事

,

但又适度保留 了故事的

国别特色
,

依据中 国的文化传统或习惯命名

各故事类型
,

增列 则新类型
,

并调整了

则类型的类别归属
。

评述 ⑧上面四种类型 目录与索引 的优劣
,

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

这里
,

我们简略勾勒

它们的大致轮廓
,

主要是为了便于讨论我们

所关注的问题
,

即如何借鉴和使用这些成果
以利于我们今 日针对于某一类型丛的专门研

究
。

从上文不难看出
,

这四种类型 目录与索引

都是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整体观照
,

其编纂

的本意并不是要创造一套科学的分类法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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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 是为故事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指

南
,

用以对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故事情节及异

文进行了解和比较研究
。

因此
,

它们都不可能

十分详尽地对某一类故事进行专门探究
。

所
以

,

在借鉴和使用这些成果时
,

就需要兼顾四

者的长短
,

注意结合四家之长
。

通过回溯巧女故事的研究历程
,

我们已

经知道
,

除了这四种主要类型 目录与索引外
,

还有一些著述和文章也涉及了巧女故事类型

的探讨
。

现将学界已有巧女故事类型研究成

果的详细情况列至下表
现有巧女故事类型研究成果对照一览表

丁丁乃通通 金荣华华 艾伯华华 娄子匡匡 钟敬文文 祁连休休 江帆帆

决决决决决决决决
心去做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乎乎作不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的的事或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冒冒 生 即 夕已已已已已已已已

险险作为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婚婚的先决决决决决决决决
条条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赛赛 择偶偶偶 择婿型型型型

诗诗求婚婚婚婚婚婚婚
、

住住住住住住赛赛赛 诗 水水水水水水水
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

聪 明明 巧女女女女女女女
妙妙妙 解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难难难难难难难难之题题题题题题 巧解 两两

的的农累如如如如如如如 难型型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公公 姑姑姑姑姑 公 鸡 蛋蛋蛋
牛牛的奶奶 娘 巧 解解解解解 型型型

公公公牛奶奶奶奶奶奶奶

聪聪 反 问难难
明明的姑娘娘 巧 姑 娘娘娘娘娘娘 题型型
给给对方 出出 以 难 制制制制制制制
别别的难题题 难难难难难难难

在在 巧巧 聪 明 的的 善处事型型型型 智解隐隐
旅旅途终点点 媳 妇 妙妙 女人伏 答 难 题题题题 喻型型
遇遇到的聪聪 解隐喻喻 猜 来 访访 式 善理理理理理
明明的姑娘娘娘 者 的 名名 解 型识讳讳讳讳讳

字字字字 聪聪 名 式 知知知知知
明明明明 的 女女 隐物物物物物
人人人人 被被被被被被
猜猜猜猜 中 的的的的的的
谜谜谜谜谜谜谜谜谜

找找 聪 明 的的 善处 事型型型型型
一一个聪 明明 巧 姑 娘娘 女人 做衣物式式式式式
的的姑娘做做 妙 解 隐隐 她 做 衣衣衣衣衣衣
媳媳妇妇 谜谜 服服服服服服

巧巧 聪 明 的的 善理解型型型型型
妇妇解释重重 巧 媳 妇妇 女人 明图信式式式式式
要要的来信信 妙 悟 或或 图画信信信信信信

妙妙妙 寄 家家家家家家家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避讳讳 巧巧 聪 明 的的 善说话型型型型 巧妙避避
媳媳媳 妇 避避 女人 讳人名式式式式 讳型型
讳讳讳讳 名 字 禁禁禁禁禁禁

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聪 明明 巧媳媳 聪 明 的的的的 三 解 难难难
的的侍女与与 妇 妙 对对 女人 题型型型
求求婚者们们 无理问问 完 美 的的的的的的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答答

聪聪 聪 明 的的 善说话型型型型 妙 语 巧巧
明明 的枯娘娘 姑 娘 诗诗 女人恤 隐语嘲人人人人 对型型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笑 众众 赛诗诗 式
、

出言言言言言
万 二丁二二 价价价 人人人 得胜式式式式式

聪聪聪 聪 明 的的的的的的
明明的姑娘娘娘 女人孤
帮帮弟弟做做做 拒绝绝绝绝绝绝
功功课课课课课课课课

巧巧 妇 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巧巧巧 聪 明 的的 善 处 事事事事事
女女 使 兄兄兄 女人 型 代 解解解解解
弟弟 免 遭遭遭 解 救 丈丈 围式式式式式
监监禁禁禁 夫夫夫夫夫夫

酒 肉肉肉肉肉肉肉
朋朋朋友友友友友友友

聪聪聪聪聪聪 计 惩 色色色
明明 的 少少少少少少 鬼型型型
女女

,

在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只只身杀贼贼贼贼贼贼贼贼

半半 跌跌 泌 榜样样样样样样
条条 地 毯毯 碎 饭 碗碗碗碗碗碗碗
御御寒寒 劝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少妇妇妇妇妇妇妇
巧巧巧 医 单单单单单单单
相相相思思思思思思思

家家家家家家家
有有有 贤 妻妻妻妻妻妻妻
少少少气恼恼恼恼恼恼恼

妻妻妻妻妻妻妻妻
子子遇到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丈丈夫一样样样样样样样样
笨笨的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顽 皮 的的的的
公公 公 和和和和和 儿子 媳媳媳媳
儿儿媳媳媳媳媳 妇 型型型型

我我 聪 明 的的 善 处 事事事事事
的的的 东 西西 女人 型 不 赔赔赔赔赔
更更更值钱钱 机 智 的的 猫式式式式式

行行行行为为为为为为

聪聪聪聪 明 的的 善 处 事事事事事
女女女女人 型 感 得得得得得
感感感感 动 公公 助式式式式式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上表清晰地罗列了巧女故事类型现有研究成

果的对照情况
。

从中
,

我们可 以发现
,

由于学

者秉持的学术眼光
、

确定的划分原则以及选

择的故事资料等方面的差异 ⑩ ,

使得上述研究

成果所设定的类型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
叉

、

错位和缺漏现象
。

譬如
,

金荣华归纳的
“

我

的东西更值钱型
”

是比较常见的中国巧女故

事类型
,

但该类型却没有纳人丁氏索引的类
型体系之中

。

艾伯华与娄子匡在其著述中虽

然总结出母题结构近似的类型
,

但其命名和

类型归属又不尽相同
。

有鉴于此
,

本文在重新

划分和归纳 中 国巧女故事 中的常见类型时
,

要着重处理各体系之间对巧女故事类型的不
同定位

,

借鉴其重合交叉之处
,

讨论其错位缺

漏之处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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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术语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特征 ⑩ ,

为了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
,

同时说明本文将要

涉及到的内容
,

有必要在正式开始本文的论

述之前
,

对一些与论题相关的主要术语进行
简要阐释

。

情节类型
“

类型
”

是现代民间叙事文学

研究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
。

它的提出源于

芬兰学者安蒂
·

阿马图斯
·

阿尔奈
,

用以指代

具有类同或相似而又定型化的主干情节的一
系列 民间文学作品

。

其后
,

美国学者斯蒂
·

汤

普森又提出 “

母题
”

概念更定了 “

类型
”

的 内

涵
。 ⑧如果我们详尽地进行具体作品的文本分

析
,

就可以发现母题在情节构成方面所起的

中心和主导作用

一
清节的形成和发展

,

依

赖于母题之间的联接及它们的排序
。

有鉴于

此
,

如果从故事母题结构的角度设定类型
,

相

信可以适度避免由于情节相近
、

难以完全客

观分割而造成的类别交叉问题
。

故而
,

本文所

使用的
“

情节类型
” ,

是指构成故事的主要母

题及其配列顺序相同或近似的故事
。

在设定

巧女故事的情节类型时
,

本文尚需考虑两方
面的需求 一是类型的客观性

,

即他人能够认
同本文归纳出的巧女故事类型

,

避免产生过

大的归属偏差 二是类型的民族性
,

即民族传

承中的重要特征对构成故事的主要母题的影

响
,

因此
,

在对类型进行命名
、

撰写大要
、

归属

类别时
,

要以 中国传统和巧女故事资料为依

据
。

母题与故事范型 一般而言
, “

母题
”

这

一概念的含义
,

是指构成民间故事作品的情
节要素或难以再分割的最小叙事单元

。

但
“

在

代表这一含义时
, ‘

母题
’

这个术语
,

似乎也有

两个层面
,

一个是不变层面 —指关于场景
、

冲突
、

事件
、

行为
、

评述等项的格式化的概括
。

母题的另一层面则是上述格式化的不变模式

在个别具体而独立的文本中的现实展示
。 ” ⑥

学界曾经提出使用
“

母题素
”

和
“

母题变素
”

两

个术语来区分这两个层面的含义
。 ⑩然而

,

具

体到中 国巧女故事的文本研究中
,

同时使用
“

母题素
”

和
“

母题变素
”

的概念
,

反而会在探

查故事叙事结构时引起行文的混淆
。

但作为

科学的学术研究
,

我们势必要区分二者在含

义与特性上的不同
。

因此
,

本文依然沿用
“

母

题
”

这一较为通行的术语
,

用以指代故事结构

中的稳定模式在具体文本中的表现
,

即上文
“

母题
”

概念中的多变层面
,

旨在强调
“

母题
”

的语义变化性
、

变异性和它在传统情节不变

模式范围 中 的活跃性
。

同时
,

使用 了
“

故事范

型
”

概念
。

这一概念源于 口头诗学理论中的基

本假设
。

洛德的
“

基本假设是
,

在 口 头传统中

存在着诸多叙事范型
,

无论围绕着它们而建

构的故事有着多大程度的变化
,

它们作为具
有重要功能并充满着巨大活力 的组织要素

,

存在于 口 头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
。 ” ⑩

本文借用这一概念
,

用以表示那些构成巧女

故事类型丛叙事结构的概括和公式化的组织

单元
,

旨在强调这些单元在故事结构中的稳

定性和模式化
,

它们不会随着具体讲述语境
的变化而随意变更 ⑩。

故事范型及其序列作为

叙事模式中的要素
,

应该是指一种稳定的叙
事组织结构

,

而非可以脱离于此结构的个别

情节单元
。

一言以蔽之
,

母题与故事范型之间

存在的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母题在具体的故

事文本中具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

但就巧女

故事整体而言
,

它们却有趋于一致的结构功

能 —故事范型
。

建立这一对应关系的意义

在于
,

我们可以依据相对固定的母题组合来

划分故事类型
,

同时依据相对固定的范型序

列来判定类型丛
。

二
、

巧女故事的情节类型 分类意

图与划分原则

民众赋予故事的任何一种意义
,

都需要

一定的形态结构加以展现
。

因而
,

借助形态结

构的分析将更有利于探查故事内在的叙事模
式与文化内涵

。

有鉴于此
,

本文在具体划分巧

女故事类型时
,

注意了结构形式的分析服从

于整体文化探讨的研究意图
,

这就有别于以

往学者编撰类型索引 的 目的
。

文中类型的归

纳与划分是借以明晰故事内蕴的工具
,

它的

存在是为其后逐层探讨巧女故事的叙事结

构
、

角色序列及民众观念等问题服务的
。

本文

依据所掌握的实际故事资料
,

斌以往巧女故

事类型研究成果进行了适度地增添与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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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基于研究实际的考量
,

在类型归属问题上

作了 比较大的调整和创新
。

在确定类型之前
,

一直犹疑类型的划分

标准
。

若单以情节结构为准
,

可能与学界普遍

注意人物社会角色而认定的类型相差较远

若以重要人物为准
,

又不易分析情节单元及

其组织结构的特点
。

所以在界定了巧女故事

之后
,

本文决定以故事的基本母题结构为主
,

同时参照故事其它重要因素设定巧女故事的

情节类型
。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
,

依据巧女故

事的基本构成因素设定故事的含括范围
,

进

行故事资料的确认和初步分析
。

其次
,

从故事

发展看
,

巧女故事的核心母题为
“

女主人公智

解难题
” ,

依据这一核心母题所包含的两个要

素
,

即女主人公所面临的难题和她破题时的

智慧
,

以及两个要素之间的关联
,

将巧女故事

分为三类
,

即善处事类
、

善说话类和善理解类吼

第三
,

参照故事的基本结构
、

主要角色
、

解题

方式与 目的
、

讲述主题等要素
,

将比较固定且

相近的故事汇集在同一系列 中
。

第四
,

在此基

础上
,

调整现有类型研究成果中符合本文范

围设定的各类型与亚型
。

第五
,

按故事的母题

结构设定类型
,

撰写基本情节提要
,

并依据各

类型故事所述的主要事件确定类型名称
。

由于上述类型划分原则是针对本文研究

需要而确立的
,

因此
,

虽有利于巧女故事的全

面把握
,

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些局限
。

首先
,

本文采用广义的巧女故事概念
,

将以往并未

列人巧女故事范畴的部分类型纳人其中
,

这

种类型归属 的调整是否稳妥尚不能断言
。

其

次
,

本文所拟订的类型划分原则
,

在处理各类

型的归属
、

某些亚型在母题结构上的重复等

问题时
,

也必有不够妥善之处
。

不过
,

诚如普

罗普在谈及 分类法时指出的
, “

准确的类

型划分事实上并不存在
,

它常常只是一种虚

构 ⋯⋯情节间的相近和不可能完全客观割裂

开
,

常常令人不知将文本归人哪个类型
,

同一

个故事有可能被不同 的研究者归人不 同类

型
。 ’

喝加类型归纳与划分很难达到完善的程度
,

本文研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只有 留待

日后进一步修正了
。

三
、

巧女故事的形态结构 难题种

类 故事系列 情节类型

在进人巧女故事的形态结构梳理和情节

类型划分之前
,

我们先对本文使用的类型表

述作以下说明 第一
,

鉴于本文是针对中国域

内巧女故事的研究
,

文中归纳的各类型及亚

型
,

将因循中国文化特点及某些代表性故事

文本的题名拟定类型名称
。

对于那些现有各

中 国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已经存在的类型名

称
,

也将依据上述原则进行更订
。

第二
,

巧女

故事与其它民间故事在情节或母题上有相互

影响
、

借用
、

复合等现象
,

但本文在划分各类

型的归属时
,

将依据研究的实际需要
,

主要依

据巧女故事本身
,

提出尽可能周全的一种分

类系统
,

因而有必要调整以往各索引确定的

类型归属
,

以符合这一系统
。

第三
,

类型的记

述以清晰表述该类型的基本情节结构为准
,

并不设定过于严格的标准
。

大写罗马字母
、

、

等分别表示各故事系列 大写英文字母
、 、

等分别表示各类型 数字 ①
、

②
、

③等

表示各情节单元
。

对于亚型
,

比较明显的将在

记述各类型基本母题结构时
,

用小写英文字

母
、 、

等表示它们彼此间的差异
,

不明显

或文本较少的亚型
,

则在类型解释文字中加

以说明
。

第四
,

为方便与以往类型研究成果进

行对照
,

在类型名称之后将用
、 、

加以标注
。

与现有的各中国民间故事类

型 目录或索引 中的类型基本一致 在现

有的各中 国民间故事类型 目录或索引 中没有

提到的类型 对现有的各中 国 民间故事

类型 目录或索引 中的类型加以细分或调整
。

一 善处事类巧女故事

善处事类巧女故事是指主要展现女主人

公处事能力的巧女故事
。

依据故事讲述事件

的性质将其分为五个系列 ⑧

代解围 系列

免刑罚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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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男人由于某种原因而陷人牢狱
,

被

判有罪

② 女人求情 女人使官吏相信男人

已经受过刑罚不应再受一次
,

女人按官员

的要求做诗或答题
③ 男人获救

。

免刑罚型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类型
,

就 目

前掌握材料看
,

它没有与其它类型发生过组

编现象
。

故事开始部分是交代难题产生的原
因

,

即男人为何陷人牢狱
,

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男人有意犯错
,

二是男人无意中犯错
,

三

是男人被人诬告或陷害
。

三种原因里以最后

一种居多。 。

从难题产生的原因看
,

测试巧女

并不是故事最初的 目的
,

即便是男人受陷害

或诬告而人狱的故事中
,

难题设计的对象也

不是巧女本身
。

如果从难题破解方法的角度

考察
,

这一类型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亚类型 说
理求情型和做诗求情型

。

前者只有一重难题
存在

,

即如何求情以免除丈夫的刑罚
。

巧女破

题的方法多是狡辩式的
,

最常见的狡辩是要

求割下男人的头发作为纪念
,

或是更改男人
的名字

,

诱导官员误认男人已经受过刑罚
。

在

这个亚型中并不存在刻意的考验
,

但展现巧

女的机智仍是故事的主要 目的
。

后者包括两

重难题
,

即在求情难题之后
,

再添加做诗难

题
。

在这种亚型中
,

巧女的身份多数是才媛
,

同时故事中也会出现
“

巧名外传
”

与
“

获悉
”

的

故事范型
。

巧女做诗成功是破解该亚型难题
的最终方法

。

有些故事会添加丈夫改过的情

节
,

一来可以完整故事的整体结构
,

做到首尾
呼应 二来也点明了其中的教育 目的

。

代断案型

① 某人被告到官府

② 官吏 把案情断错
,

不知道该如

何断案

③ 官吏请求巧女 他的妻子
,

其他

人设法查出了案情的真相

④ 官吏做出 正确 的判决
,

归还被害

人的清白或财物
,

成为别人的义父母
。

代断案型 中没有出现刻意考验的环节
,

故事中的难题是协助丈夫找出案情的真相
,

而巧女主要是作为助手出现的
。

代断案型故

事中基本上会出现
“

谁是真正的主人
”

的母题呼
。

在有些故事中也会有几个求婚者同时要求履

行婚约的难题
,

这与选婿型的难题类似
,

但出

面解决难题的人是县官的妻子
,

而不是被求

婚的少女
。“

用尸体测验爱情
”

的母题被当作

测试求婚者的方法
,

面对死亡仍要履行婚约

的人最终得到了心爱的姑娘
。

在这些故事里
,

巧女既是考验的承受者 —丈夫的助手
,

同

时也是考验的实施者
。

该类故事的结尾
,

一般
会有

“

成为别人的义母
”
的母题

,

这一母题的

出现将原有的外人关系转变为家人关系
,

将
巧女的活动重新置于家庭场域中

。

从故事资

料的实际情况看
,

有时协助断案的母题也会
与妙解两难型和以难制难型进行组编

。

就代解围系列整体而言
,

打官司是故事

中的主要事件
,

故事中出现的难题
、

涉及的人
际关系都是由此引发的

。

巧女破解难题的最

终后果是使这场官司获得完满的结束
,

而她

们参与事件的动机是帮助家人解决困境
。

但

难题破解后的主要受益者不同
,

免刑罚型是
巧女的丈夫或兄弟

,

而代断案型中则是那些
“

伪家人
”

即承受巧女考验的人
。

由于两个类
型中巧女社会身份的差异

,

因此故事的解困

方向也是相背反的
,

免刑罚型是 自下而上
,

代
断案型是 自上而下

。

相较而言
,

免刑罚型故事

更能体现巧女的机智和勇敢
。

与恶人斗智系列

我的东西更值钱型 。

① 一老翁因女人聪慧
,

娶她为儿媳

② 因家庭矛盾
,

儿媳返回娘家 或无

此
③ 家中遗失或毁坏别人的物品

,

别

人故意让她的家人损坏物品后
,

并在索要赔
偿时故意夸大物品的价值

④ 设法找回儿媳
,

儿媳 自动 回到家
中

,

运用反击法也使讹诈者遗失或损坏 自家

物品

⑤ 讹诈者知难而退
,

困境解除
。

我的东西更值钱型是与恶人斗智系列故

事中 比较活跃的一个类型
,

它经常与避讳
、

出

言得胜
、

解隐谜等系列中的部分类型发生组

编
,

借以充分展现巧女的聪慧
。

这一类型的流

传地域比较广泛
。

该型故事中出现的难题是

邻居的恶意讹诈
,

讹诈的 目的主要是获取财

比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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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而非考验巧女
。

只有少数故事中带有明显
的考验意图

—
为测试巧女而刻意刁难

。

在
这些故事中

,

一般会有
“

巧名外传
”
与

“

获悉
”

的故事范型
。

诱发难题产生的原因是邻里间

日常用品的互借行为
,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故

事与民众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
。

在这一类型

中
,

无意损坏或丢失邻人物品的情况比较多
,

作为讹诈工具的多数是猫或鸡
。

在这种情形
下

,

巧女所面对的只是邻里关系
,

她一般会采

用先礼后兵的方法 在婉转求和失败后
,

寻找

邻居以前借而忘还的某件物品
,

将其价值夸

大并超过讹诈的数 目
,

使讹诈者知难而退
。

由

此可见
,

故事所提倡的处理邻里纠纷的原则

是
“
以和为贵

” 。

在数量较少的
“

故意陷害
”

故

事中
,

巧女所面对的多是地主与长工的贫富

关系 ⑧ ,

她们一般采用直接反击的方法
,

设计
让恶人损坏巧女家的物品

,

以更高的价值要

求赔偿
。

在这些故事中
,

巧女往往更具主动

性
,

但这并未改变巧女行为的“

代言
”

方式
。

无
论是

“

无意遗失
”

还是
“

故意陷害
” ,

在巧女出

面解决难题之前
,

一般都有男性家庭代表失

利的情节
。

需要指出
,

在某些
“

无意遗失
”

故事

里
,

女性充当了讹诈者
。

由此看来
,

在本类型

中
,

女性巧言善辩的能力基本表现为以其人
之道

,

治其人之身
,

但有时也会出于恶意
,

这

也反映了 民众可以游离于道德
,

在纯粹能力

的层面对女性 口 巧的认可
。

摔碗劝孝型 ⑧

① 家中有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婆婆
,

媳
妇不孝

,

只用很脏的破碗给她吃饭
② 新娶的孙媳妇发现这一情况

,

决定

改变

③ 老婆婆 自己
,

或在孙媳妇的授意

下打破脏碗

④ 孙媳妇故意出言责骂
,

暗示要同样

对待 自己 的婆婆

⑤ 媳妇畏惧孙媳妇 日后学样
,

改变态

度
,

善待老婆婆
。

摔碗劝孝型在巧女故事中
,

属于比较独

立的一个类型
,

也很少与其它类型发生粘连
。

此型故事的教育功能显而易见
,

它宣扬了尊

老重孝的传统美德
,

同时也提出 了对巧女德

行的要求
。

老百姓的孝道很实在 就是
“

养儿

防老
” ,

为晚年的生活提供一种保障
。 “

饭碗
”

作为转换孝与不孝的关键
,

它的净脏
,

象征了

子媳赡养态度的优劣
。

儿媳转变态度
,

也是由

于她对 自己 晚年生活境遇 的担忧
。

许多 以
“

碗
”

或
“

瓢
”

为题的故事都属于摔碗劝孝型中

较为突出的范例
。

故事中存在双重的婆媳关
系 婆婆和儿媳

,

儿媳和孙媳妇
。

故事的叙述

刻意忽略了外界舆论和家庭其他成员 的作
用

,

使婆媳之间非理性的情感纠葛在一个独

立空间内完全的展开
,

并将行动的主动权赋
予媳妇一方

。

无论是儿媳对婆婆的
“

虐待
” ,

还

是孙媳妇对儿媳的
“

威胁
” ,

转变现状的行为

都是由媳妇一方发出的
。

前一组婆媳关系中

的不孝是巧女急于解决的难题
,

而后一组婆

媳关系的存在则是巧女解决难题的顾虑
。

作

为巧女的孙媳妇是实干的行动者
,

她巧用
“

摔

碗
”

的行动及相关的语言暗示同时化解了难

题的两面
。

她的巧在其行为能够游刃于双重

关系的交界边缘
,

既不损及 自身的婆媳关系
,

又能改变家中的不孝状态
。

行善型

① 女人因怜惜他人 乞丐
、

家中 的

帮工
、

邻居的贫苦而施舍了家中的财物 食
物或金钱

② 她利用家人 父母 的贪财拖住了

他们
,

没让他们发现财物的缺失
,

她的家人

发现了财物的缺失追问她

③ 女人设法使家人相信这件东西本来

就不存在
。

行善型故事 中 同时突出 了巧女
“

善
”

与
“

巧
”

的双重品性
。

故事中的难题是如何兼顾

善心与孝心 既要帮助贫苦的人
,

又不能让父

母因财物的遗失而伤心或责难 自己
。

面对这

样的难题
,

巧女身兼考验实施者和承受者的

双重角色
。

陷人困境的是巧女 自身
,

而利益的

获得者则是接受巧女施舍的穷人
。

从所掌握
的资料看

,

这类故事中的巧女基本都是出身

于颇有财力的殷实之家
。

至于故事中巧女的

对手
,

绝大多数被设定为她的父母
,

这可能与

民众对富人的刻板印象有关
,

也与民众的实

际生活经验有关
,

毕竟发家需要积累财富
,

而

贪财好利与积财发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

式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异
。

故事中巧女利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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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母贪财的特点掩饰 自己施舍财物的行动
。

这 计惩色鬼或盗贼型 ⑧

种行为
,

实际上是在舍财与贪财之间找到了 ① 男人 和 尚
、

秀才或教书先生 经
平衡点

,

也完美的破解了她 自己设置的难题
。

常 自己或通过孩子向美貌的少妇示爱
,

当

巧难聪明人型 巧女独 自在家时
,

有盗贼来行窃

① 某人 炫耀 自己 的聪慧
,

依仗 自 ② 少妇与丈夫商量或 自己决定邀请
己的聪明从别人那里骗取财物 他到家中做客

,

并假意迎合
,

她假意招待盗

② 别人请求或巧女 自己 要求聪明人 贼
完成一项或几项任务 多是与家务有关的事 ③ 少妇的丈夫回来

,

少妇假意安排

情
,

误导聪明人
,

让他认为交出一定的财 他的藏身之处
,

告诉他食物当中有毒
,

趁
物之后可以获得更多 盗贼不注意的时候

,

在他身上做标记或呼救

③ 聪明人觉得 任务非常简单应允完 ④ 他受到惩罚 推了一夜的磨
,

挨

成
,

认为值得交出财物 了丈夫的打
,

泡在冷水里
,

喝脏臭的东西
,

④ 他无法完成任务
,

被人耻笑
,

损 盗贼被抓住或打死
。

失财物
,

尴尬逃走
。

计惩色鬼或盗贼型故事中
,

依据巧女对

巧难聪明人型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类 手的不同身份可以分为两个亚类型
,

即计惩

型
,

很少与其它类型进行组编
。

该型故事中的 色鬼型和计捉盗贼型
。

前者比较突出的特色

主要难题是反击所谓
‘·

聪明人
”
的挑衅

。

与上 是夫妻间的合作
,

合作的 目的除了惩治色鬼

三个类型一样
,

难题出现的原初 目的都不是 外
,

若我们往深处搜寻
,

还可以找到护卫节操
针对巧女的考验

。

巧女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
,

的蕴意
。

这里面有明显的巧拙对比
,

巧女的聪

反而会以考验者的身份出现
。

巧难聪明人型 慧和色鬼的愚蠢构成了故事的趣味所在
。

后
故事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

“

靠诡计赢得比赛
”

一种亚型 旨在表现巧女的善于审时度势和面

母题链的出现
。

巧女解题的方法都是先假装 对危险的勇敢
。

两个亚型中都没有针对巧女
自己愚蠢

、

佩服或生病
,

让对手相信她的请求 的测试意图
,

巧女在解决眼前困境时
,

也都采

容易完成
,

待对手发现 自己无法完成任务时
,

用 了假意迎合的手段以达到放松恶人的警
胜负已定

,

为时已晚
。

在此型故事中
,

巧女的 惕
,

进而惩治他们的 目的
。

只是在计惩色鬼型

对手都是 自诩为聪明的人
,

其身份主要是财 中巧女一般会有帮手即丈夫
,

而计捉盗贼型

主
、

洋人
、

丈夫和买卖人四种
。

与对手在身份 中巧女则是孤军奋战的
。

上的区别相对应
,

该型故事在范型与母题的 与恶人斗智系列的故事一般具有以下特

设置上也
‘

略有差别 有前两种对手的故事中
,

征 一是巧女行为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使恶人
难题的诱发原因都是对手的恶意挑衅

,

巧女 得到惩罚 二是在惩治恶人的过程中
,

巧女的

出面的前提也都是男性代言人的失利
,

因而
,

角色功能一般都是考验者而非被考验者 三

故事中一般都包括
“

代言
’,

和
“

恶人得惩
”

的范 是巧女破解难题的方式都带有
“

运用诡计赢
型

。

在丈夫作为对手的故事里
,

故事重心往往 得比赛
”

的母题链
,

其中包括
“

假意迎合
” 、 “

行

会从展示巧女聪慧移至夫妻平等的观念认同 为暗示
”

和
“

说更夸张的话
”

三个次序相连的

上
。

另外
,

由于丈夫的挑衅多半是在朋友掩掇 母题 四是在涉及含有恶意挑衅的故事中
,

会

下形成的
,

因此故事中会包括引发难题产生 出现男性解题失利的前提环节
,

而巧女的行
的

“

巧名外传
”

或
“

获悉
’,

的范型
,

而由于巧女 为模式也是代言性质的
,

其中可能会包括
“

巧

是故事中考验的承受者
,

因此故事中往往缺 名外传
”

和
“

获悉
”

的故事范型
。

少
“

代言
”

的范型
。

在以买卖人为对手的故事 助夫处事系列

里
,

巧女反而是主动进行考验的角色
,

不过与 酒肉朋友型 。

前者不同的是
,

她的 目的是获取钱财
,

惩罚恶 ① 丈夫结交了许多酒肉朋友
,

妻子或

人的意图不是十分明显 ⑧ ,

而且难题破解之后 他的兄弟屡劝无效
的获益者也是巧女本身而非其他人

。

② 妻子趁丈夫酒醉或外出
,

杀了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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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十

种动物
,

谎称他杀了人
,

妻子与丈夫打赌
,

让丈夫谎称 自己杀人
③ 丈夫请朋友们帮忙

,

这些朋友不

帮忙
,

他的好朋友告官或敲诈他
,

只有他
平时不善待的一个兄弟帮忙掩埋

,

他 自认
为的半个朋友愿意帮忙

④ 妻子或他 自己说出真相

⑤ 丈夫认清谁是真正的朋友
,

朋友

受到惩罚
,

妻子获得大家的称赞
。

酒肉朋友型中存在的难题是邪恶的朋友

带坏丈夫
,

与此相应
,

巧妇的主要任务就是使
丈夫认清真相并脱离坏朋友

。

考验的实施者

是巧妇 ⑧ ,

而承受者是丈夫与他的朋友
。

这型

故事中巧妇主动设定计谋占大多数
,

但也有
夫妻以打赌的方式合作的故事

,

不过谎言借
丈夫之口说出

,

这就部分地改变了丈夫的角

色职能
,

使他从单纯的被考验者变成协助者
。

巧妇解决难题的方法
,

是利用狗
、

猴
、

猪等类
似于人体的动物尸体编造丈夫杀人的谎言

,

以测试丈夫的朋友
。

按故事结尾部分的不同
,

可以分化出两个亚型 一是认清坏朋友型
,

二
是兄弟情深型

。

前一个亚型故事中
,

母题间的

顺序勾连让丈夫先后承担了被考验者
、

协助

者和被解救者三种角色 ⑧。

两个亚型的结构基

本一致
,

但讲述重点却发生了变化
,

后者从辨
明朋友转换为血缘相亲

。

不过
,

在实际的故事

材料中
,

两个亚型有时是拼接在一起的
,

譬如

《杀狗劝夫 》。中
, “

认清朋友的真面 目 ”

和
“

兄
弟和好

”

同时作为
“ 困境解除

”

范型的母题表
现形式顺序相连

。

劝阻争斗 ⑧

① 邻居或同村人误认了巧妇家的牲畜

鸡或狗

② 巧妇设法隐瞒丈夫 巧妇设法阻

止丈夫的争斗

③ 邻居或同村人发现误会
,

巧妇的丈

夫获得好处 返还牲畜
,

聘任丈夫作为补

偿
,

邻居或同村人暴毙
,

丈夫免除嫌疑

④ 巧妇得到丈夫的称赞
。

劝阻争斗型中没有出现考验者和被考验
者

,

巧妇是作为丈夫的助手出现的
,

她的任务

是阻止丈夫与他人发生冲突
,

以避免潜在的

或可能发生的危险
。

在完成任务时
,

巧妇也使
用了谎言

,

借以掩饰造成冲突的动机
。

与酒肉

朋友型差异较大的是
,

劝阻争斗型故事的结
尾通常会有丈夫得益的情节 或是得到财物

赔偿
,

或是获得读书的资助
,

或是被聘任去教
书等

。

此外
, “

认可
”

范型也常出现在故事的结

尾部分
,

令巧妇与丈夫共同成为破题之后的

受益者
。

总体而言
,

助夫处事系列故事与其它系列

的巧女故事在结构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⑧。

这系

列故事中 出现的都是隐性的难题
,

即“

未来存
在危险

” 。

巧女行为的 目的是帮助丈夫认清或

脱离隐含危险的环境
,

而她使用的方法是善意

的谎言 丈夫杀人
、

鸡被偷走等
,

这种谎言是
帮助巧女达成 目的关键

。

但
“

善意的谎言
”

在两

个类型中的使用意图是不同的 酒肉朋友型是

用于揭穿真相
,

而劝阻争斗型则用于掩盖真

相
。

此外
,

该系列故事展现的不是巧女随机应

变的一面
,

而是她深思熟虑的一面
。

其中
,

巧女
的“

巧
”

表现在训傀某的设定上
,

而巧女的
“

能
”

则

表现在成熟的处事态度和预见性上
。

择偶系列

选婿型 ⑧

① 父亲或兄长要求几人各完成一项困

难的任务
,

并分别许诺将女人许配给他

② 几人完成任务
,

要求实现诺言
,

父兄
陷人困境

③ 女人要求几人各 自完成另 一项任

务
,

或命题做诗

④ 她选择了诗中影射到她的人
,

她

嫁给了完成任务的人 与她心中想嫁的人不
符

。

在选婿型故事中
,

众多求婚者同时要求

履行婚约的难题是父母兄长的 自作主张带来
的

。

这种难题为巧女带来了麻烦
,

但同时也给

她提供了选择伴侣的机会 ⑩。

巧女的出面既是
为了解除家长的困境

,

也是为了争得婚姻的

幸福
。

因此
,

面对难题时巧女是考验的承受

者
,

解决难题时她又成为主动的考验者
。

巧女

选择婚约履行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指

定题材赋诗
,

二是要求候选人完成一项与其

职业相应的任务 ①。

嫁给 自己喜爱的人是选婿
型故事主要的结局方式

,

巧女成为最大的受

益者
。

但还有一类数量不多的故事
,

其结尾是

她嫁给了最先完成任务的求婚者
,

而不是她
喜爱的那个

。

这种结局方式透露出民众守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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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承诺的原则
,

与
“

无法履行承诺
”

的难题首

尾呼应
,

构成了完整的故事结构
。

选婿型故事
中

,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亚型
,

其结构只包含

考核的环节
,

为与前一个完整选婿型故事相
区别

,

故暂时定名为单纯考核型
。

它的考核原
因 中缺乏家人允诺的母题

,

巧女考核的 目的

只是选择求婚者
,

而不包括履行承诺
。

该亚型
的结尾有两种 其一是完成任务或诗作符合
巧女心意的人当选

,

这与前一亚型一致
。

其二
是没有考核的最终结果

,

故事的讲述重点落
在求婚者如何完成任务上面

。

拒婚型 功 ⑧

① 有权势 的男 人迷恋上一个女人
姑娘或已婚少妇

,

男人向一个美貌而聪
慧的女孩求婚

② 女孩的父亲无法拒绝

③ 女人借机以某项事物做出 暗示
,

女孩要求难以得到的彩礼或做诗暗示 自己 的

拒绝

④ 男人明 白了女孩的暗示
,

男人无
法做到女孩的要求

,

放弃行动
。

拒婚型故事中的某些故事会与解两难之
题型进行组编

。

这些故事既突出 了巧女的智勇

双全
,

也把民间女子的傲骨豪气表现得淋漓尽
致

。

根据巧女拒婚的方法
,

可将拒婚型故事分
为两个亚型 巧治单相思型和拒不成婚型

。

巧
治单相思型是以物喻理使得男人放弃 自己的

行动 巧女请男人吃饭
,

用质地不同的容器盛
上同样的食物

,

以此暗示女人只是外表不同而
已

,

看人不能只图外表好看
。

拒不成婚型中同

时采用实物暗示和难题考核两种方法
。

后一种

考核方式有时会与选婿型故事重合
。

巧妇思春 ⑩

① 女人 聪明的姑娘或寡妇 很孤单
,

需要一位情人
② 她在家门 口 挂上有寓意的对联

,

对

联中含蓄地表达了她的渴望

③ 一个聪明的男人理解了这幅对联的

真实涵义
④ 这个男人成为她的情人

。

巧妇思春型不是巧女故事类型丛中的主

要类型
,

其结构比较简单
,

故事中出现的人物

也比较单纯
。

故事的讲述重点仍是女性对婚
姻或情感的抉择问题

,

难题的形式也与诗歌
文字有关

。

只不过
,

在巧妇思春型 中
,

难题的

要求是解诗而非做诗
。

巧妇充当的实际上也
是考验者

,

被考验的对象在故事中并没有针
对性

,

而是随机产生的
,

即那个能看懂巧女诗
文或对联含义的人

。

在该型故事中
,

巧女的智

慧体现在她表达情感需求的方式上
,

隐晦而
高明

,

既杜绝了舆论的腹诽
,

又按 自己的心意

选择了爱人
。

择偶系列故事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
,

故事的女主人公基本上是才媛型的巧女
,

她们

的才智集中体现在诗赋文采上
。

二
,

巧女在故
事中主要承担着考验者的职能

,

考验环节中比

较稳定的母题是
“

解开暗示
” ,

理解暗示的真正

含义既是求婚者们胜出的关键
,

也是打消他或

他们意愿的关键
。

三
,

故事的重点在于民众对
女性婚姻情感的关注

。

民间女性对待婚姻的态
度是慎重而大胆的

,

故事中的巧女选择伴侣的

结果代表了民众择婿的基本标准
,

即踏实诚
恳

、

灵活能干和重视爱情
。

对讲求实效的老百
姓而言

,

看重夫婿的品性和能力是理所当然
的

,

因为它们是 日后安定生活的基本保障
。

但
女子先天的敏感多情又使她们注重婚姻中的

情感含量
,

所以在选婿故事中
,

才能刻意忽略

现实因素的约束
,

放纵女性对婚姻的想象
,

让
那些出身贫贱但饱含情意的人 —诗句影射
了女子的人

,

成为选定的对象
。

其它系列

善用小钱发家型

① 男人要求儿媳或女儿 使用数 目很
小的钱或不值钱的东西换回一件财物

,

从

他那里选取一样财物
② 只有小儿媳或小女儿 珍惜这些钱

或这些东西并谨慎地使用它们
,

选取了种

子或除金钱外其它可以发家的东西
③ 小儿媳或小女儿 做到男人的要

求
,

受到男人的赞扬
④ 小儿媳成为当家人

,

小女儿过上

富裕的生活
。

善用小钱发家型故事也是以展现巧女处
事能力为主的故事类型

。

该型故事中的难题
部分

,

即如何妥善使用小钱以累积财富
,

常会
与家翁出谜题型故事拼合在一起

。

故事中可

供使用的事物经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东西
,

如黄豆
、

铜板
、

蚕纸等
。

在善用小钱发家型中
,

诱发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对巧女的测试
。

根据
实施考验主体和考验 目的的不同

,

可将该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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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分作两个亚型 挑选当家型和发家型
。

在挑选
当家型中考验者是公公或婆婆

,

其 目的是从
多个 三个或四个 儿媳中挑选接管家政的

人
。

在发家型中考验者多是父亲
,

难题也与前

者略有不同 父亲要求女儿们做的是从几样
物品中挑选赖以发家的工具

,

巧女 小女儿

选择种子恰好符合农家生活的理想
。

两个亚
型一致的地方在于对巧女勤俭持家能力的测

试
,

一般没有 口 才上的展示
。

在部分故事中
,

这一类型有时会与识宝型故事发生组编
,

使
故事的讲述主题由称赞巧女的聪慧节俭转至
描述奇异宝物的出现

。

未完待续

①巧女故事的流传范围是广泛的
,

就目前所掌握的故事资

料看
,

它的范围几乎涵盖全国
。

而且
,

它的传承历史也是

相当久远的
,

早在晋《裴子语林 》上卷中记载了两则巧妇

能言善辩而压倒文人的故事
,

但原书已佚
,

其中一则见

《北堂书钞 》卷一三七
、

《艺文类聚 》卷二五
,

又见《太平御

览 》卷四六六
,

七六九
“

刘道真 遭乱 于河侧自牵船
,

见

一老姐探 桑逆 旅
。

刘调之曰
‘

女子何不调机刺抒
,

而

探桑逆旅
’

答曰
‘

丈夫何不跨马挥鞭
,

而牵船乎 ”’

另有一

则《艺文类聚 》卷二一五
“

道真尝与一人共索种草中食
。

见一抠将二人过
,

并青衣
,

调之日
‘

青羊将两羔
。 ’

她答

曰
‘

两猪共一槽
。 ”,

此注解转载于娄子匡《搜集巧拙女故

事的小报告 》
,

《民俗
、

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三十三
·

民俗

学集镌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月
。

②总体而言
,

学界对故事概念内涵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
,

即认为故事引人探掘的重点在于 民间女性在 日常家庭

生活中有着何种行为与活动
,

她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
,

以及她们如何凭借机敏言行去解决各种与家庭或家族有

着复杂纠葛的难题
。

③在以往巧女故事类型研究成果中
,

明确以
“

巧女、聪明

的女人
”

为标示的类型编码分别为 艾伯华在《中国民间

故事类型 》中滑稽故事 聪明的女人 一 丁乃通《中

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 聪明的农家姑娘
、

聪明的

侍女与求婚者们和 巧女使兄弟免遭监禁三个编

码范围内 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 》

娶亲和巧媳妇的故事中
,

包括 巧女妙解两难之

题
、

巧媳妇妙对无理问两个编码范围内
。

④江帆在 女性生活智慧的闪光 —
“

巧媳妇
”

故事解析 》

一文中认为
“

从故事的分布状况检测
,

欧洲和西亚
、

中亚

等地的这类故事 ⋯⋯称
‘

巧女
’

型较为适宜
。

在中国以至

东亚
,

由于家长制的亲族关系传统的深刻影响
,

这类故事

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已婚的媳妇
。

故事中刁难

或考验媳妇的难题
,

往往出自封建家族的
‘

家长
’

类人物

之口
。

这些常人难以回答的难题
,

最终都由聪慧的儿媳妇

用绝妙的答案破解了
。

因此
,

中国的这类故事通称为
‘

巧

媳妇
’

故事
。 ”

该文参见《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
,

刘守华

主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月
,

第 页
。

⑤屈育德 《略论巧女故事 》
,

《巧女故事 》
,

上海文艺出版

社
,

年 月
,

第 页
。

⑥在这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中实际上蕴藏着多个相关的母

题
, “

考验方式
”
即包括汤普森 母题索引 》中的 考验

小 中的部分母题 考验求婚
、

求婚者的

竞赛 奖励当新郎
、 ·

求婚者与新娘的竞争
、

派给求婚者们的任务
、 ·

考验新娘 用破亚麻纱作

衣服
、 ·

考验新娘 节俭地切干酪
、 ·

考验新

娘 亚麻纱中显出獭惰
、 · ·

考验新娘 做面包
、

谜语
、 · ·

示巴女王出谜语给所罗门
、 ·

国王与聪明的牧师
、

鸡肉切得明智
、

很难完

成的任务
、 ·

冬 日找浆果
、

似是而非的任

务
、 ·

寻找像自己妻子一样蠢的三个人等
“

破解

难题的智慧
”
即包括 智慧 。一 中部分母题 忘

恩负义的儿子被他自己儿子的天真行为所谴责 预防衰

老
、 ·

反驳控告的不当行动导致自白
、 ·

以街

心钓鱼的方式揭露欺诈
、 ·

所罗门判案 分孩子
、

归谬法判断
、

规则必须在两方面起作用等
。

当然这些母题会以适当的变化形式出现在巧女故事之中
。

⑦这部分资料的来源有四个 第一
,

是笔者在田野访谈中

的实地采录 第二
,

年代后以“

科学性
”

和
“

学术性
”

为

标准的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故事集成
,

其中包括正式出版

的各省民间故事集成和部分作为内部资料使用的县级故

事卷本 第三
,

当代正式出版的各种故事集 第四
,

二三十

年代以“

学术的
”

和
“

文艺的
”
目的而搜集整理的故事文本

。

⑧高木立子在研究异类婚故事时
,

曾提及的
“

类型群
”

概

念
。

她指出 “ 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
,

是指主人公或

主要事件和兴趣点的中心来概括的一系列故事类型的集

合
。

⋯⋯类型群是类型的上级概念
,

但其范围的大小则视

研究的需要而决定
。 ”

参见其博士论文《河南省异类婚姻

故事类型群初探 —兼及部分类型比较的尝试 》未刊

稿
,

刃 年
,

第 页
。

⑨原作《中国民谭型式 》
,

发表于 年
,

归纳了 个故

事类型
,

并写出它们的情节提要
。

从其内容看
,

这篇文章

是类型目录
,

尚不能谈及类型索引
。

⑩〔德 〕艾伯华 《前言 局限性和宗旨》
,

《中国民间故事类

型 》
,

王燕生
、

周祖生译
,

商务印书馆
,

年 月
,

第 页
。

⑥关于这四种类型目录与索引的评述文章
,

近年来并不鲜

见
。

如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 》和

刘守华《故事类型泛说 》都对现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有全面而深人的探讨
。

笔者也没有更多的新见要谈
,

之所

以要一一点评
,

也是为了要强调一点
,

即四种类型目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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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因其各有所长
,

故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上述两篇文

章分别见于《刘魁立民俗学论集 》
,

刘魁立著
,

上海文艺出

版社 年 月
,

第 一 页
。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研究 》
,

刘守华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⑩上述诸位学界前辈在研究中国巧女故事的类型时
,

所秉

持的学术眼光和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与材料范围是不同

的
。

这其中有学者本身的原因
,

也有时代的限制
。

具体而

言
,

钟敬文先生的《型式 》一文只是中国故事类型学研究

的初步尝试
,

其归纳出的故事类型并不完备
。

艾伯华的著

述成书于 年代
,

当时学界尚未出现以母题结构划分故

事类型的研究方法
,

所以艾氏索引有从学者学术兴趣进

行分类的倾向
。

而且
,

碍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
,

他所依

据的材料有限
,

主要偏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

对于其它

地区的关照显然不够
。

丁乃通《索引 》所使用的资料在数

量和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前两者
,

他大量使用了 年以

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所刊印的民间文学资料
。

与前述类型

索引相比
,

金荣华的《索引 》不仅提出了运用 编码划

分中国民间故事的不当之处
,

而且做出了较有成效的改

动
。

此外
,

在使用资料上
,

他也运用了中国 年代以后搜

集的集成资料
。

不过
,

碍于学者的研究意图是进行故事集

成所含类型的系列探讨
,

这部《索引 》只选用了三省的故

事资料
,

这必然会影响其对巧女故事类型全局的把握
。

对

于其它文章而言
,

探讨巧女故事类型只是研究的一个部

分
,

因此
,

其所得结果也是有限的
。

⑩所谓术语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

指由于术语能指与所指之

间的多向对应关系造成理解上的多义或歧义
。

具体而言
,

出于不同的学术旨趣
,

不同学科有可能使用同一术语指

涉不同的含义
,

也可能借由不同术语来表达同一种含义
。

鉴于此
,

如果不能依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需要
,

有效

地界定所需术语
,

那么就极有可能造成论述的混乱和相

关结论的误读
。

⑩斯蒂
·

汤普森于 年提出了将故事情节切分为
“

最小

单位的
”

的母题概念
,

并在定义
“

母题
”
这一术语时

,

说明

了它同情节类型的关系
“

对于民间叙事作品作系统分

类
,

必须将类型与母题清楚地区分开来
,

因为对这两方面

项 目的排列实质上是不一样的
。

一个完整的故事 类型

怎样由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了的母题来构成
,

⋯⋯

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
,

可以把它作为完

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
,

其意义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故事
。

当

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故事合在一起
,

但它能够单独

出现这个事实
,

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
。

组成它的可以仅仅
‘

是一个母题
,

也可以是多个母题
。 ”

也就是说
,

汤普森主张

从相对固定的母题或母题组合的层面来把握故事情节类

型
。

注中引文自〔美 〕斯蒂
·

汤普森著《世界民间故事分类

鄂
,

郑海等译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月
,

第 子 页
。

⑩刘魁立 《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 》
,

《刘魁立

民俗学论集》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月
,

第 页
。

⑩阿兰
·

邓迪斯曾在提出
“

母题素 ,’ 的概念
,

用以

指代母题的不变层面
,

他认为自己所创的
“

母题素
”

的概

念
,

几乎是同普罗普的
“
功能

”

概念是一致的
。

对于后一个

多变的层面也被有些学者建议以 代表
,

刘魁立

在《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 》一文中认为可以

将其译为
“

母题相
”

或
“

母题变素
” 。

⑥格德这 谨沐假设出自他于 年撰写的《塞尔维亚一克

罗地亚史诗中归来英雄的主题 》服 跳 叭 胡 咧
一 。画咖 。耐

,

一文中
。

他在该

文中的探讨也是侧重了故事范型的功能性
, “

他确信该文

探讨的归来歌的故事范型
,

涉及到下述的五个要素序列

—缺席
、

劫难
、

重归
、

复仇和婚礼 —实际上与印一欧

语系的 口头传统一样古老
,

例如
,

也同样流存在荷马的

《奥德赛 》之中
。

通过在大量的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中对此

范型的追踪研究 —尤其应予注意的是
,

这种追踪既在

穆斯林演唱传统中
、

也在基督教的演唱传统中进行 —洛

德游刃有余地以例证说明
,

叙事中的多型性 刚 ‘

通过这个简单而又古朴的要素序列而得到了体现
,

并且

还说明
,

在南斯拉夫诗歌与荷马史诗传统之间
,

也同样存

在着关联
。 ”

该文引自〔美 约翰
·

迈尔斯
·

弗里 口头诗

学 帕里一洛德理论 》
,

朝戈金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以犯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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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
“

故事范型
” 乃一

腼 这一概念旨在强调这些情节

组织单元的稳定性
、

模式化及其结构组织功能
,

从这个意

义上讲
,

它与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 》中设定的
“

功能
”

概

念
、

和阿兰
·

邓迪斯提出的
“

母题素
”

概念都有

相似之处
。

⑩所谓巧女故事核心母题要素之间的关联
,

即指难题种

类
、

巧女破解难题的方法及其展现才能三者之间的关联
。

从故事资料看
,

难题的种类与巧女展现的才能是相互对

应的
,

因此针对不同种类的难题巧女所展现的才能侧重

点也不同 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是处事能力
,

应付各

种言语挑衅的是语言表达能力 说话能力
,

面对各种谜

题的是理解能力
。

依据这三种能力的差异
,

将巧女故事分

化为三大类
,

即善处事类
、

善说话类和善理解类
。

有一点

必须说明
,

故事实际中的巧女不会仅运用某一种能力来

破解难题
,

巧女才智的展现是她各种能力的综合展现
。

这

种分类有助于划分巧女故事
,

以便于其后的深人分析
。

另

外
,

这三大类的名称已由娄子匡在根集巧拙女故事的小

报告 》中首先提出
,

尽管他没有谈出
“

核心母题
”

的思想及

概念
。

⑩贾放《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 —
以 故事形态学

、

神

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

俄罗斯故事论 为重点 》博士论文

未刊稿
,

第 页
。

⑧现将各类型的基本母题结构 情节模式 一一做出表述
,

同时就其结构形态及母题内容上的一些特点给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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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

下述各系列相同
。

⑧免刑罚型在 中的编码是 巧女使兄弟免遭监

禁
,

但就目前掌握的故事材料看
,

免刑罚型中考验的受益

者主要是巧女的丈夫
,

被解救者是兄弟的故事只有一则
,

所以该类型的名称没有援引 类型索引中的名称
,

而

是依据破解难题的结果来确定的
。

另外
,

本文所划定的巧

女故事类型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对照请参照表 一
,

下文

注释中将只列举与主要类型索引的对照结果
,

下同
。

在这里
,

陷害男人的多是财主
,

这一情节的出现也许与

故事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关
。

⑧这一母题与汤普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 》中
·

所罗

门判案 分孩子母题基本一致
,

不过在中国巧女故事中出

现则多是分牲畜
。

⑥此类型与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日 》中的

巧 我的东西更值钱型和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

中的 聪明的女人 机智的行为型一致
。

⑧这些故事在结构上与
“

长工和地主
”

故事有相似之处
,

若

单以结构论
,

它们可以算作
“

长工和地主
”

类中的一个类

型
。

但是由于故事的讲述主题是赞扬女主人公的机智
,

所

以它们也应当归属于巧女故事
。

⑧此类型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的 半

条地毯御寒
,

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中的 榜样
,

和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日 》中的 跌

碎饭碗劝婆婆基本一致
。

⑩这些故事多是讲巧妇在付账的时候
,

先假意算错账
,

让

买卖人误以为得了便宜
,

所以在拿到钱时没有点清
。

过后

巧妇再回来说明自己把账算错了
,

要求退还多付的钱
,

实

际上在当初付钱时她就已经少给了许多
,

买卖人在退还

账面上多余的钱后
,

不仅没占到便宜
,

反而损失不少
。

从

情节梗概中可看出
,

巧女考验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钱财
。

只

有很少几则故事中提到了买卖人一直依仗自己的聪明坑

害大家
,

在这些故事里
,

巧女的行为可以看作是惩罚恶人
。

⑧此型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的 聪明

的少女
,

在家只身杀贼型的母题结构基本一致
,

但就中国

巧女故事而言
,

故事人物除了盗贼之外
,

还有好色的色

鬼
,

所以在类型名称的确定上将两种重要故事人物都添

加上
。

⑩此类型即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日 》中的

酒肉朋友型
。

⑤在其它民间故事中
,

还有由父子承担考验者与被考验者

的故事
,

也应属于酒肉朋友型
,

但它们不具备
“

女性主人

公
”
这一基本要素

,

所以排除巧女故事之列
,

此处不赘述
。

⑧在认清坏朋友亚型中
,

会出现朋友讹诈或告官的情节
,

从而造成丈夫的困境
。

这部分情节与免刑罚型故事有相

近之处
,

但在巧妇的破题方法上
,

差异很大
。

参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

宁夏卷 》
,

第 一 页
,

中国

中心出版
,

年 月
。

⑧此类型即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 》中的

家有贤妻少气恼型
,

笔者认为原类型名称不能概括

所属故事资料的全貌
,

所以将其改为劝阻争斗型
。

①在以往巧女故事类型研究成果中
,

该系列的两个类型都

未纳人巧女故事
,

这与它们在故事结构上的差异有关
,

但

该系列故事也具备巧女故事的各项基本要素
,

而且妻子

帮助丈夫时所用的才能也可称为
“

巧妇
” 。

所以
,

本文在划

分巧女故事类型时也将此系列收人其中
,

但不知是否妥当

⑩此型与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中的择偶
、 ,

丁

乃通和金荣华类型索引中的 赛诗求婚型基本一致
。

⑩如果从巧女故事产生与流传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看
,

父母

之言应当是女子婚姻的主要成立模式
,

女子本身并没有

婚姻的抉择权
。

选婿型故事设置难题促成巧女抉择伴侣

的机会
,

其中也隐含着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化意义
,

这部分

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

这里就不再赘述
。

⑩选婿型故事中出现的求婚者一般是三个或四个
。

巧女所

派遣的任务也依据求婚者的数目和具体职业而定
,

例如

书生的任务是作一百首诗
,

货郎的任务是往返两地买一

样货品
,

猎人的任务是射下一百片树叶等
。

⑧此型中的一个亚型与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

引 》中的 少妇巧医单相思型一致
。

⑩此型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的 巧

妇思春型一致
。

⑥此型与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日 》中的

善用小钱成巨富型基本一致
,

不过在类型名称上略有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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