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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僻铸言在俗文学作品中曲重要地位

王 文 宝

‘

民俗房言在格文学作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

.

几
·

平撰麟女学
,

是我徽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学科
,

是一个特殊俞很重要 的
‘

学

科
.

’
; ‘

’

一
、

_

清未 在我国甘肃省敦煌石窟发现的大批珍贵书画文物
,

一

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户件天

事
,

弘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
,

并逐渐形成 了国际性的
“

敦煌学
” :

其中所藏之唐代

粗带小说
、

诗歌
、

说唱文学
、

俗曲
、

杂文等
,

弥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 白
,

并

引发了
‘
俗文学

,

的创立
。

‘

卜

一
最早研究中国俗文学并提出

“

俗文学
”

一词者
,

当推 日本的狩野直喜(186 8 , 味1 9 4 7 )

博士
,

他曾于 1 9
‘

0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
之文

》
上发表

《水解传与中国

戏曲 》
,

此后两年又发表了 《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 《梧桐雨 扒》
、

《试论以琵琶行为

题材的 中国戏曲 》等
; 民国初年

,

他游英法时将这两个国家所象教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公

之于世
,

19 16 年在 《艺文 》 第 7 卷第 1
、

3 期上发表了 《 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 》 ,

认为
“

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
,

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 残 本 察

看
,

可以断言
,

中国俗文学之萌芽
,

已显现于唐末五代
,

至宋而渐推广
, ’

荃元更获一大

发展
。 ”

(参见严绍烫 《狩野直喜和 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 ;

我中华书局 《学林漫录 》第

7 集
,

1 083 年 3 月 )
_

” “
我国最早注意和介绍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

.

王国维在 19 2 。年 《东方

杂志 》第17 卷第 9 期上发表之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裕小说 》 中
,

介绍了韦庄的
《秦妇吟 》

,
《季布歌 》

,
《董永传 》

,

唐太宗入冥小说
,

一

欢太公家教 》 ,

以及唐人词

曲等通俗文学作品
,

对作品所使用的通俗语言倍加推祟
。

19 2 9年
,

郑振择在 《小 说 月

报 》第20 卷第 3 期发表了 《敦煌俗文学 》一文
,

把敦煌所藏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之为
“

俗文学
” ,

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的这个新的学术
,

用 语 : 追 至1’9 序息年他出版了 《中国

俗文学史 》 ,

把视野从偏于祖国西北一隅的敦煌所藏俗文学书: 品扩大 到 了 整 个 全 国

和整个中国文学史
,

为之梳理
、

写史
,

被学术界广泛传播和确认
,

影响很大
.

一 个 新

的学科一一
“

中国俗文学
”

诞生了
。

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
. 卜

它具有内容
、

,

形式的通俗

性
,

主要表现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愿望理想的民主性
,

富有民族风格的 民族性
,

作者
、

视听者面广泛的群众性
,

在推陈出新中的传承性等几个主要
1

的 特 征
.

(参见 1 9 9 4年11

月2 6 日 《文艺报 》拙文 《漫谈
“

俗文学
” 》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即 将 出 版 之 《 中 国俗





我在三个异 乡居住 时
,

要 用三颗 白术粒来上供
。

;

严霜 没打它的苗
,

虫子 没咬
‘

之“夕根
·

用它供上 天神
、

龙神和宁神
,

供上格卓宁保保护 神
。

供上 天母阿内玉 巩闷
,

请和 梵友 七 兄 弟
, -

都来助 我杀敌人 !

白梵天王滚 弓上端
,

_

护 螺水龙王 造弓下端
,

熟宁再神凑把于
,

。

萝谁入天神来引箭
。

.

宵电天冬都来齐 :

为我射箭助臂力
。

箭头射 中老魔头
,

凡我所樱都如意 ! ¹
‘

角说唱的形式表现
了藏族的祈铸

、

信仰习俗
。

、

如
,

段兴云所说 《济公传 》 描写婚俗的
:

·

( 济兮 ) 到卞御州 前下粼 里 面高搭喜帆 门前扎 着大彩子
,

一边一个

彩墩矛
,

崎垛子上边 贴 着大
“

喜
”

字
,

单有二 条二 尺来长
、

五寸多宽的红纸
,

写着
“

卞宅喜事
” .

在 大门的 东边一 条板凳上坐 着个地方
,

墙上挂 着一 条黑鞭

子
,

为的是轰打闲人
。

八字影壁头里
,

亮着八抬绣花轿一乘
,

头水的轿围子
,

绣帕是灿女散花
; 旁边 窗户止头

,

绣着三个字
“

合兴号
” 。

本家有钱
,

又是官

派
,

特 别讲完
。

抬轿子 的 , 每人一拜新硒鞋
,

一双新袜子
)

一人一 条青搭包
,

二尺尹白布琳的 白袖
口

。

当手儿的洒鞋 是缎子的
,

搭彭足 青绸子 的
,

袖 口是漂

户的
,

腰里掖置贵布的样子
。

大 门的右 边亮着八面 大鼓
,

.

全堂的鼓衣子
,

也绣

的是仙女散阵
d

尸对 天号
,

一对弯句喇叭
,

三十八个响 器
。

再往西 边
,

亮着一

对
.

开道锣三
“

肃静牛: “

月避
”

四面 大牌
,
飞龙

、
一

飞凤 , 飞虎
、

飞 豹
、

飞彪五

对大旗
、

金瓜州钱斧
、

L

橙朝天 ,
.

下只木手甚冰婶
,

十 二 甘金灯
、

全堂的执 事
,

满是崭崭新
。 º

介绍结婚办 喜事家高攀事棚和笋轿
、

陈列执事的情况
。

像 ‘红楼梦
》

著名小说中关于婚奔熹庆习俗的描写则要更加细致得多
。 、

一

玉实甫‘西厢记 ”杂剧第一本第三折写 崔莺莺在花园烧香祷告
:

一

( 莺莺云 ) 此一 灶香
,

愿化去 先人
,

早生 天界 ; 此一往香
,

《金瓶梅词话 》

愿堂中老母
,





忽涌一泉
,

泉口约丈余
,

使附近村庄泛滥成灾
,

下大之形
,

将该泉定名为拿山泉
,

在此盖庙
,

称拿

郭县令亲临现场救灾
,

连堵数 日无效
,

只听泉中 山庙
,

以纪念这位为民而献身的郭县令
.

“

咕嘟
、

咕嘟
”

直响
,

有人解释为
“

锅堵
” ,

县 象这类歌颂社会贤达的故事各地皆有
,

盖庙

长令各家把锅拿来
,

投入泉中仍无效
。

郭县令沉 者也 不 少
,

董永庙
、

牛郎织女庙是为歌颂恋爱

思认为
,

莫非是让我淳体某亲自下水去堵
,

于是纵
、

咱 由而建
,

摘县西由镇的姑嫂考是为纪念姑嫂俩

身跳入泉中
,

说来也怪
,

县令一下水
,

泉水便变
一

反压迫而出家修炼得道成户!:而建
。

得清澈平缓
,

人们为纪念这位县令
,

便以 泉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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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 ) 元杂剧人物的上场诗
、

下场诗和
“

题 目
” 。

正名
” :

女比元关汉师
《包待制三

勘蝴蝶梦 》第二折包公上场诗
; “

咚咚衙鼓响
,

公吏两边排
; 阎王生死殿

,

东岳摄 魂

台
。 ”

下场诗
: “

我扶立当今圣明主
,

欲播清风千万 古
; 这些公事断不开

,

怎坐南衙开

封府 , ”

题目
: “

葛皇亲挟势行凶横
,

赵顽驴偷马残生送
” ,

正名
: “

王婆婆贤德抚前

儿
,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 。

歌谣中的比兴
、

评书中的
“

扣子
” 、

相声中的
“

包袱
” ,

说唱
、

戏曲中之音乐以及

故事之传奇色彩
,

均是民族风格所构成之部分
。

亦离不开民俗语言之表现
.

、

凡此种种
,

诸如此类民俗语言的运用
,

大大有助于俗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

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
、

主题思想的阐发
,

民族民俗色彩颇为鲜明
。

从 以上之简略论述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民俗描写和民俗语言在中国俗文学作

品中的重要地位
.

中国俗文学作品
,

是由历代人民群众
、

艺人
、

文人所创作
,

从内容到

形式广泛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喜闻乐见
、

雅俗共赏
,

而其民族风格特征更是它的精髓
,

否则俗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
,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审关情趣的具体反映
,

是我们对

世界人类文化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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