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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观点

民间故事的历史久远，其产生时间远早于各种形

式的文学创作。民间故事产生的前提是口头语言，而

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前提是文字的出现，显然，经过

口耳相传留存下来的民间故事更为古老。实际上，民

间故事与神话、传说、歌谣等其他民间文学文类，是

后世各种书面文学创作的基础和资源。统编小学语文

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的选文虽以书面

文学作品为主，但也十分重视口传文化，选取了较多

的民间故事作为课文，如三年级下册的《枣核》、五

年级上册的《猎人海力布》《牛郎织女》等。因此，

了解民间故事的文体特点，有助于教师在教学民间故

事类课文时有的放矢，设计与教学书面文学类课文较

为不同的活动。

一、口传性

民间故事是口传文化的产物，口头讲述是民间

故事的主要特点之一。口头讲述不同于书面创作，

书面创作产生的是固定的文本，作者可以反复修

改，读者可以反复阅读，并从中发现和体会作品的

意义和价值；口头讲述的民间故事属于即兴讲述的

产物，因此，每次讲述都会产生一个口传文本，通

常称之为“异文”。例如，“虎姑婆”是一个广为

流传的民间故事。美国民俗学家艾伯华曾在中国台

北市的一个区邀请路人分别讲述“虎姑婆”的故

事，共采集到了241篇“虎姑婆”的口头异文。这

些异文长的有几千字，短的只有几十个字。由于

“虎姑婆”的故事在当地尽人皆知，因此，几乎每

个人都会讲述。［1］实际上，“虎姑婆”的故事不仅

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的

故事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个故事的名字是

“小红帽”，在中国各地，故事的名字则有“狼外

婆”“熊家婆”“老虎外婆”等。

摘要：民间故事作为口传文化，与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相对。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选

编了多篇民间故事类课文，教师进行教学前，应当先了解民间故事的口传性、框架性、有

限性、工具性特点，后三个特点其实也是由于口传性这一本质特点而产生的；在把握口传

文学特点的基础上，设计适当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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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故事没有固定文本，每个讲述者不仅是故

事的讲述者，而且是故事的传播者，还是故事的使

用者和故事异文的创造者。没有固定的文本是民间

故事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其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间故事不是学习和分析的

对象，而是一种资源，一种实现交流、沟通和儿童

教育的手段。家长会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给孩子

讲故事，如用“狼来了”的故事告诫孩子谎言的危

害性，用“狼外婆”的故事告诉孩子远离陌生人，

用“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告诉孩子贪心和不劳

而获的后果，等等。因此，我们不需要背诵故事，

记住故事中的每个人物、每个细节、每个冲突，可

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行调整，以完成自己的讲

述和实现交流的目的。

还以“虎姑婆”的故事为例，在艾伯华收集

的各种异文中，虎姑婆的结局是故事的主人公

（通常是一个小女孩）成功逃脱，并杀死了老虎。

至于杀死老虎的方式，有的异文说是用石头，有

的异文说是用开水，还有的异文说是用热油。人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叙述逻辑选择杀死老虎

的方式，而不必担心所谓的“标准文本”。从某

种意义上讲，民间故事具有一种开放性，这种开

放性为每个故事的讲述者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发

挥空间。

统编教科书选用的民间故事版本往往是作家根

据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异文整理加工而成的，叶圣

陶的《牛郎织女》就是如此。

此外，民间故事还有很多特征，如三叠式、单

线顺序发展、人物形象善恶两分、大团圆结局等。

例如，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都要通过试三次、

做三次、打三次、重复三次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

的；故事中的人物或善或恶，性格单一，爱憎分

明，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粗糙的特点和法则，却

是保证口传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关键。文化的传

承途径是多样的，书面文化只是文化传承的途径之

一，口头传承、物质传承、风俗传承同样是文化传

承的重要途径。各种传承途径之间没有优劣、高

下之分，也无法相互取代，只有共同合作，才能

保证文化形态的丰富多样。

二、框架性

没有固定文本的口传民间故事是如何传承的

呢？我们将民间故事的传承方式称为框架传承或者

模式传承。民间故事在被讲述之前是没有固定文本

的，但会有一个故事框架或者模式，正是这个框架

或者模式决定了讲述者所讲的是“这个”故事，而

不是“其他”故事。以“灰姑娘”为例，该故事的

框架如下：

1. 受尽虐待的女主人公——被继母和继母的

女儿虐待；

2. 奇幻救助——女主人公受到神或神性动物

的帮助（提供漂亮衣服和金鞋子或水晶鞋）；

3. 遇到王子——女主人公身着漂亮衣服和鞋

子参加聚会，遇到王子；

4. 寻找女主人公——通过试穿鞋子找到鞋子

的主人，即女主人公；

5. 与王子结婚。［2］175

《灰姑娘》是世界上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之一，

我们大多是通过《格林童话》或者是真人、动画电

影熟悉《灰姑娘》的，但是实际上，“灰姑娘”最

早的书面文本源于中国。

根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记载，有一个

叫叶限的小姑娘，她的母亲早逝，父亲再娶，后来

父亲也亡故了，于是她只能跟后妈和后妈的女儿住

在一起。叶限遭受了各种虐待，痛苦不堪。有一

天，她得到一条神鱼，在神鱼的帮助下，她得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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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漂亮的衣服和一双金鞋去参加了一个节日活动。

叶限在活动中遇到后妈，为了不被认出，仓促逃

离。她在逃离的过程中不慎遗失了一只金鞋。这只

金鞋被人捡到后送给了邻近海岛上的陀汗国主，国

主派人找到了金鞋的主人叶限并将她带走，还以

她为上妇。而叶限的后母及其女则被飞石击死。［3］

这个故事的框架与“灰姑娘”完全一致，因此，我

们说《酉阳杂俎》中叶限的故事是“灰姑娘”故事

最早的书面文本。这就是说，早在唐代，“灰姑娘”

的故事就已经广泛流传了。

民间故事的框架在口头传承过程中起着核心作

用，框架的存在保证了口传故事能够延续千年而不

变。在现实生活中，每个讲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

中都要严格遵守故事的基本逻辑。框架的存在使民

间故事具有明显的辨识度，使听者能迅速判断出这

是个什么故事，而且听了开头，基本上就能知道结

尾。尽管如此，民间故事的讲述依然引人入胜。民

间故事的开放性特点会使听者对故事的讲述充满期

待。这是因为每篇异文都独具特色，与众不同，其

中价值观念的蕴含、故事冲突的组织、细节的描

绘、情节的增删等，不仅能够展示讲述者的即兴讲

述能力，而且能充分地反映讲述者的价值观念、知识

储备、智慧、技巧和应变能力。

以“小红帽”为例，《格林童话》中的“小红

帽”讲述的是一个头戴小红帽的漂亮小姑娘去看望

外婆，路遇一只狼，小红帽把外婆家的地址告诉了

狼，狼抢先跑到外婆家，吃掉了外婆，后来又假

扮外婆吃掉了小红帽，最后，猎人发现了狼的恶

行，就杀死了狼，救出了被狼吞掉的小红帽和她的

外婆。该故事的中国异文“虎姑婆”的故事梗概

是：伪装成姑婆的老虎趁孩子的妈妈去看望生病的

外婆，通过欺骗的方式闯进了两个或多个孩子的家

里，并试图吃掉这些孩子。“小红帽”的故事场景

是外婆家，“虎姑婆”的故事场景则是主人公自己

的家。“小红帽”故事中的主人公和她的外婆是受

害者，她们最后在猎人的救助下才得以逃生，而

“虎姑婆”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依靠任何外界力量，

完全靠自己的机智成功逃脱。

“小红帽”和“虎姑婆”有着相似的故事框架，

因此，我们将它们列在同一故事类型里。尽管这两

个故事的文本极其相似，但是，故事中的细节展示

和关系处理呈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

观念。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细节，如故事是否强调小

女孩的容貌，小女孩是否被吃掉，小女孩是自救还

是被男性形象拯救，等等，探讨故事作为传统文化

的载体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

民间故事的框架性特点使其便于记忆，利于讲

述，统编教科书在五年级下册民间故事单元安排

“创造性复述”这一语文要素，也正是由于这些故

事具有固定的框架结构，既能够让学生快速梳理概

括，又可以在固定框架外靠自己的想象填充细节。

三、有限性

民间故事框架的传承模式特征决定了其具有有

限性，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民间故事框架是有限

的，并不多。在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民间故

事时，芬兰民俗学家科隆父子发现，虽然民间故事

的数量浩如烟海，但仔细读来，许多故事都是同一

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即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着相

同的故事资源。

以“刻舟求剑”为例，这则故事最早见于《吕

氏春秋·察今》。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

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

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

惑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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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刻舟求剑”不仅在中国流传广泛，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芬兰、瑞典、爱尔兰、英

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日

本等也均有流传。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

中，该故事的编号为AT1278，故事梗概如下。

在船尾处刻标记：笨人乘船渡河（或海），其

随身携带的东西从船尾处掉了下去，笨人立刻在船

尾处刻下标记，标明该物掉下之处。［2］384

《吕氏春秋》所记文本是该故事类型最早的书

面文本。实际上，先秦时期的许多寓言，如“鹬蚌

相争”“守株待兔”“狐假虎威”“盲人摸象”“坐井

观天”等也都是著名的民间故事类型，其异文文本

遍布世界各地。

20世纪初期，民间故事学家统计了流传在世

界各地的民间故事类型，发现世界上的民间故事可

以被归入非常有限的基本形式里。1910年，芬兰

民俗学家老科隆的学生阿尔涅的《民间故事类型索

引》出版。这本类型索引主要是基于欧洲民间故事

分类整理的，作者共总结出540种故事类型，但列

出了1940个位置，以备补充。1928年，美国民俗

学家汤普森翻译了此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内

容进行了扩充，把故事类型从1940个增加到2499

个。这就是说，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都包含在这

2499个故事类型里面。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世

界上最多只有2499个民间故事类型。实际上，世

界各地常见的故事类型不超过500个。从民间文学

的角度看，没有哪个民间故事是某个地区独有的，

相反，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相

似的故事。民俗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人们试图给这种相似性一个合理的解释。

民间故事的情节单位也具有有限性。俄罗斯民

俗学家普罗普通过对本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总结出

故事情节发展的31个功能。这里所谓的功能，指

的是故事中人物的所有对情节发展有影响的行为。

普罗普把这31个功能按先后顺序排列，并以此来

检验其他的民间故事。他发现，所有故事都是严格

地按照这31个功能顺序发展情节的，甚至连次序

都不会改变。具体到某个故事，其情节发展也许会

跳过这31个功能中的几个，但绝不可能脱离或颠

倒31个功能所规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顺序。通俗

地说，一个完美的民间故事只有31个情节。［5］照

此推测，世界上就没有我们没听过的民间故事。口

传文化中的神话、故事、传说往往可以跨越国家、

民族、信仰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资源。

四、工具性

民间故事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其结局往往

都是大团圆的。一般而言，神话和传说的结局既可

以是悲惨的，又可以是圆满的，还可以是开放式

的，但是，民间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明确的，即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战胜邪恶的一

方。因此，在口传文化中，民间故事的作用之一就

是作为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传递正确的文化价值

观念。中国民间故事多褒扬忠、孝、信、 诚、勤、

善、义、俭、让的文化观念，与西方一些文化推崇

的冒险、远征、好勇斗狠、寻宝、爱情等形成鲜明

的对照，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特点。

例如，“找幸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寻

找幸福的故事，梗概如下。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虽然

终日辛勤劳作但始终过不上富裕的生活，也无钱娶

妻，因此，他决定去南天向神仙问个究竟。在去南

天的路上，年轻人遇到两户人家，他们分别请他帮

忙问神仙为什么自己的女儿是哑巴和家中的果树为

什么不结果。有一只大乌龟也请年轻人帮忙问神仙

关于修炼的问题。当年轻人见到神仙后，神仙却说

只能回答年轻人三个问题。于是年轻人帮那两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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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乌龟问了问题，也得到了答案，却没有机会向

神仙询问自己的问题了，因为神仙的规矩是“问三

不问四”。回家的路上，年轻人把神仙的回答分别

告诉了两户人家和乌龟。尽管他没有为自己问问

题，但在帮助这些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回报。他不

仅得到了财富，而且娶了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该故事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勤劳、善良、诚信和乐

于助人。

在进入学校学习之前，民间故事、儿歌等是儿

童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因此，民间故事中的价值

观对儿童的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启发、引导和

心理暗示作用。人类的许多情感，如敬畏、尊重、

憎恶、喜悦、感恩等，都是通过听故事、传说、童

谣、儿歌、谚语等逐渐形成的。如果一个民族的故

事中充满了冒险精神，那么这个民族的性格就是冒

险型的；如果一个民族的故事倾向于保守和谦让，

那么总体而言，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就是保守和谦

让的。［6］因此，民间故事对于儿童思想性格的形

成具有深刻的意义。

此外，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特征使其讲述可以

作为一种儿童口头表述的训练。故事的讲述是一种

即兴创作，在遵循故事框架的前提下，讲述者不仅

要注意故事情节发展的主干，故事的逻辑性、层次

性、曲折性，也要注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处理故

事中人物与人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出现前后

矛盾的情况。因此，练习讲故事对儿童的口头表

达，乃至他们成长之后的书面表达都有积极的影

响。即兴讲述还需要儿童多积累口传文化资源，如

聆听其他人的讲述，多注意生活中的各种民间文学

资料，等等。

对民间文学资源的习得、累积和使用是每个文

化学习者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就像人们学习和

使用语言必须掌握基本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才

能跟其他人正常交流，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掌握和使

用也是如此，否则，交流很难顺利进行。民间故事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我们必须重视民间故事

类课文的教学，并以此为文化的传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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