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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两兄弟型故事产生
、

传承的动因

—以武义两兄弟型故事为切入点

陈华文

两兄弟型故事是我国各类民间故事型式中通过

对兄弟这种特殊关系的种种纠葛的讲述而直接表达

人们同情弱小者
,

鞭挞不合理的财产继替制度
,

从而

突出人 的价值取向的故事型式
。

这一故事形式
,

因

其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和普遍的现实生活基础而在

各地
、

各民族中广泛流传
。

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

事类型索引 》收有通常称为两兄弟型故事的 狗

耕田型和 卖香屁型故事范例 多个
。

钟敬文

先生作于 年代末和 年代初的《中国民间故事形

式 》其中之一式
,

称
“

狗耕田型 ”的即为典型的两兄弟

型故事
,

而其
“

牛郎型
”

故事则是兼有狗耕田型和天鹅

处女型的复合型故事
。

两兄弟型故事的基本结构是 两兄弟分家 已成

家的兄嫂分走了绝大部分家产
,

只给弟弟一只狗 或

其它的动物
。

弟弟不得已用狗耕田
,

居然获得了意外

的财物
。

哥哥妒而借用狗
,

却毫无收获
。

哥哥毙其狗
,

弟弟却又在狗坟上长出的树或竹之类上又获得利益
,

哥哥效法
,

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

有的故事还继续讲述

哥哥受到严厉的惩罚或因此丧命
。

故事中对比
、

夸张
、

奇异的想象都得到运用
,

使这一型式的故事
,

自始至

终充满了人物命运的鲜明反差
,

深深地吸引听众
。

我们知道
,

牛郎织女故事在我国流传极广
,

其产

生的年代也很早
,

约在两汉时已成形
,

可见
,

两兄弟型

故事的内容在很早的时代也已产生
。

唐段成式《酉阳

杂姐 》续集《支诺阜上 》载有一则关于旁 兄弟分家后

各有奇遇的故事
。

不过
,

故事中主人公被同情和肯定

的则是其兄旁
,

弟弟则是受遣责和惩罚的对象
。

因

此
,

它也被称为
“

幼子继承型
”

故事
,

这类故事在我国

的少数民族如傈僳族中就流传极广
,

但是
,

大量的故

事范例
,

则是以长子继替的形式出现的
,

因此
,

受惩罚
·

的往往是兄长
,

例如《石榴 》
、

《狗耕田 》
。

关于前者
,

论

述颇丰
,

英国麦苟劳克在《小说的童年 》中即有
“
季子

系的童话
” ,

所以
,

它应该有别于长子继替的狗耕田型

故事 但它们产生的根本动因
,

可能是一致的
。

月郎在

《幼子继承型故事产生及流传的社会基础 》一文中即

将
“

幼 季 子继承型或两兄弟型故事
”
并举

,

显然是恰

当的
,

但两种故事形态基于同一生活基础
,

则不敢苟

同
。 , 〕

关于两兄弟型故事所反映的现实
,

即它赖以存在

的基础
,

最为流行的观点是
, “

弟兄三人中
,

小弟弟往

往得到好处
,

他们往往在异物的帮助下得到幸福的生

活
,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

这些正反映了当时由女儿或

少子继承父母财产的风俗
。

心 但假如这种观点成立

的话
,

那么
,

反推那些弟弟受到惩罚的故事则将是长

子继替风俗的反映
,

而事实上
,

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形

的
。

因为在那些流传弟弟受到惩罚
,

落得可耻下场故

事的民族如彝族
、

哈萨克族和傈僳族社会上正是至今

仍保存着幼子继替制习俗的民族
。

民俗学的研究也证

明
,

家庭财产继替制度的发生发展从来都不是如必须

经历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挂纤上会等不同形态一样

及具规律性
。

存在长子继替制的地区或民族
,

并非一

定要经历过幼子或季子继替制
。

而事实上
,

流传狗耕

田型故事的广大汉民族区域
,

基本上都实行长子继替

制原则
。

上至皇位
,

下至宗族
、

家庭
,

都实行长房长子

长孙优先制
,

所以
,

它决不可能是季子继承习俗的遗

存
,

因此
,

也决不可能是对于幼子血缘更具有父系倾

向的
“

不落夫家 ”习俗所造成
。

对此
,

我已充分注意到实行长子继替制度的浙江

省武义县
,

流传着众多的两兄弟型或其变异形式的故

事
。

早在 年代
,

由顾昌越记录的《狗耕田 》故事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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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升艺风 》四卷 期上 后被收入高校文科教材《民

间文学作品选 》上姗
。

近年来
,

武义县对民间故事的普

查
,

又搜集到多种此类故事
,

其中右笼武义县民间故事

卷卜护即选有两则
,

一为胡帆记录伪《石头放屎 》
,

一为

汤比南记录的《哥弟俩分家 》 有趣的是注狗耕田 》中

将两兄弟分家和卖香屁复合的故事
,

在现在记录的故

事中
,

已成两个独立的故事
,

而不再并串在一起
。

这是

故事流动的结果
。

对这种情形
,

丁乃通先生有过疑问
,

指出“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 类型
,

或这些类型

中的某一部分组成
。

确津寸一个 类塑几乎总是跟随

着另一个 如 和 龙类型
。

在少数情况下
,

人们也

会疑间
,

较复杂的中国形式是否比较古老些
,

而

类型代表的可能是出现较晚面不全的变体
。

刃 两兄

弟故事在武义的传承分合
,

说明丁乃盆先生的疑问是

有道理的
。

为此
,

当我查阅武义集成的原始记录稿时
,

另外又发现了四翅同类的故事也不是复合型的
。

其中

一则为铁名搜集的《哥弟分家 》
,

一翅为何加丰搜集的

《兄弟俩 》
,

另二峪是分别由邵宝起和钟法品搜集的同

题名为《卖香屁翻阴放事
。

其流传地包括绷关
,

新宅乡
、

寺前乡
、

白澳乡
、

邵宅乡
、

泽村乡等
,

有的未标名流传

地
。

面笔者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于武义县
,

曾多次听

到长辈讲述这一类型的故事
。

由此可见
,

两兄弟型故

事在武义流传极广 从 年代记录下来之后到 年

代从未问断过
。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
。

因为
,

若无该传这 故事的深厚的社会基础
,

故事是难以广

泛面又长期流传下来的
。

这就对原先的学术观念提出

了挑战
。

事实上
,

当拢们将眼光扩大一些
,

落在金衡盆地

时
,

我们仍然惊奇于这样的事实 两兄弟型故事在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可以说无处不在 就我手头拥有的材

料看
,

《衡州市故事卷 》收有此类故事三呼习 ,

金华市

兰溪赦事卷伤献哥弟俩种粟 》
、

《剖金瓜 》
、

《野人扛冬

瓜群导三则
,

根据附记
,

尚有《得金盘 》
、

《翔琳偷黄瓜 》

等故事
,

而东阳市卷和磐安县卷也收有此类故事三

则
。

’这些故事在结构上大致都一样
,

只是在细节上

各有出入
,

如有的内中的宝物
、

动物
、

植物各地讲述时

随时有所变动
,

结局中受惩罚程度有轻重
,

其价值取

向则完全是一致的
。

开始占有财产的大哥
,

最后或变

得一无所有
,

或受到严厉处罚
,

以致于死于非命 而小

弟则无一例外地变得富有
,

过着幸福的生活
。

以武义扩开来的金衡盆地中流传的大量的两兄

弟型故事
,

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地区具有根植这

一故事类型的社会和生活基础
。

但具有基础并非一定

要结出两兄弟故事的果子
。

在基础和果实之间还有一

个中介
,

这就是形成两兄弟故事的真正动因
。

目前
,

学术界对于两兄弟型故事产生的根源只开

掘到长子继替制原则上
,

这肯定没错
。

但是
,

仅仅拘于

主题思想的提炼
,

我以为是不够的
,

它只能帮助我们

认识杜会的不合理
,

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不合理

的根源
。

因此
,

我想透过固定的认知范式
,

即故事 —
主题的研究范式

,

而从社会生活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或

副作用去打开故事成因和传承的这把锁
。

那么
,

两兄弟型故事产生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

我以为是在长子继替 在另一类弟弟受到惩罚的故事

中则是季子继替 制基础上的妒忌心理
。

妒忌是尸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

当它作为一种动力

时
,

则可以推动文化发展
,

当它作为一种邪恶的破坏

力时 则阻碍人类的进步
。

关于妒忌的产生
,

心理学家

有过周详的研究
,

认为它是人在有了比较之后形成的

心理情绪
。

奥地利心理学家赫
·

舍克指出 “嫉妒是一

种带有强烈社会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
,

这种行为必须

是针对另一个人的
,

因此也可以得知
,

如果没有另一

个人
,

嫉妒者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嫉妒者 冲 〕但妒忌又

不仅仅是个人间题
, “
嫉妒涉及到的是社会生活的一

个核心间题
,

每当两个人能够相互进行对比的时候
,

这个间题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

巾〕所以 “

嫉妒

是一种潜在于每一个角落的事实
。

巾 关键的解释就

是
, “
在人类身上

,

比起其他生物身上
,

容易产生嫉妒

的敏感性要强烈得多
。

其主要原因之一
,

就是人类的

幼年时代延续得比较长
,

这样使得在家族当中经历兄

弟姐妹之间的猜忌
,

比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经历的都要

长得多
。

刃 正因为这种特性
,

加上财产继替制度上

的不平等
,

给兄弟之间滋生妒忌心理提供了最好的温

床
。

心理学家在研究嫉妒形成的可能时
,

常常以兄弟

之间的心理不平衡为事例
。

英国病理学家伊恩
·

迪斯

哈特
·

萨蒂指出
,

兄弟姐妹之间的猜忌
,

是在个人发

展过程中最早产生
,

而且是最强有力的猜忌
。 〕英国

人类学家里
·

富兰克林
·

福琼更直接了当
,

认为
“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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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之间的彼此不和来源于长子继承权眼红猜忌
。

⋯⋯ 和幸福
。

而人们则在这种故事胜利的快感中重新找

由于获得遗产机会各不相同
,

他们彼此妒忌得相当厉 到了失去心理平衡的支点
,

建立起一种自我安慰的精

害
。

咱幻 神胜利法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与其说两兄弟型故事是

由以上从个体
,

特别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不平等的继替制度的批判
,

倒不如说是对长子或

直接产生妒忌心理的描述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妒 季子继替制度的无可夸何的哀叹
。

忌是心理不平衡的产物
,

而长子继替等财产继替制 财产继替制度的不平等产生了妒忌
,

妒忌又以口

度
,

则给妒忌火上浇油
,

熊熊憔烧
。

但是
,

长子继替制 语文学形式重新找到了心理不平衡的支点则是两兄

是人类为适应社会生存而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 弟型的故事
,

这就是两兄弟型的故事产生的真正动

制度
,

长时期内
,

不容变更
。

因此
,

愤愤不平实际上只 因
。

全部表达长子继替的武义两兄弟型故事和金街盆

能徒增烦恼
。

那么
,

如何获得心理平衡呢 有三种途径 地的两兄弟型故事
,

就是在这种传承数千年的长子继

可供选择 , 是努力奋斗
,

超越妒忌对象的现有水平 替制度基础上因妒忌而形成的曲折反映社会和生活

二是保持现状
,

忍受不平等 三是千方百计制造阻力
,

现实的故事类型
。

使对手也变得和自己一样糟糕
。

第三种方式正如弗洛 如果说两兄弟型故事是妒忌心理的一种表达
,

那

伊德所指出的
, “
如果自己已经不能成为享有特权者 么

,

它的长期和广泛流传
,

则是这种心理满足过程的

的话
,

那么至少大家当中也别想享有特权
。

印 〕对于 社会化和艺术化及审美快感的复杂表现
。

因为故事中

这三种 匆径
,

中国式的妒忌
,

不会选第一种方式
。

第二 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伦常的表达
,

使我

种虽被提倡
,

却显不出人性特点
,

只有第三种
,

才最具 们对于故事所传达的多重意义有了一个表象的认识

有特征和人类性格的弱点
。

但是
,

直接地表望妞寸于长 似乎两兄弟的故事从来都是集勤劳
、

锻惰
、

诚实
、

虚

子继替制的反抗或破坏
、

阻止他人的特权
,

将会遭到 伪
、

善良
、

邪恶
、

贪得无厌以及对长子权的不满等内容

社会习俗
、

舆论的强烈反 寸和遣责
,

成为因不道德而 的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故事
。

其实不然
,

我们从牛郎

公开受评击的对象
。

因此
,

转移这种公开的对抗并将 型故事的前半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故事形成的早

由此形成的妒忌机制转化为故事形式以发泄对长子 期
,

它们没有表现兄弟间各种性格的对比
,

却充满了

继替制的内心不满
,

却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心理平衡的 意外获得幸福和胜利的情节
。

因此
,

那些性格的对比
,

妙方
。

很显然是在故事的不断传承中被演变吸收进去的
。

就

人类是一一种想象能力丰富的动物
,

而民间故事表 象嫂子的形象在现今流传的故事中越来越重要一样
。

现社会生活和曲折的心理感受是‘种普遍的现象
。

在 而反过来
,

它又促进了故事的社会性意义和时代的
、

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地主长工型和相关的大量机智 民族的审美个性
,

从而帮助故事的流传
。

纵观各方面

人物故事
,

就是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现实
,

采用在故事 的因素
,

两兄弟型故事得以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广泛

中的胜利以满足自身心理需求
,

和道德理想追求的最 的流传
,

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典型的模式
。

两兄弟型的故事也是如此
。

当广大的众
,

长子继替制的不合理现实
,

斌予广大幼子们

多的幼子们不能从社会习俗那儿获得同情并享有与 既具有接受故事的心理
,

又具有传摇故事的心理
。

幼

长兄平等的权利时
,

这种与长兄能获得绝大部分祖上 子们对于长子继替制的不满
,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种

财产的不平等现实的对比
,

使广大的次子们
,

失去心 习俗的受害者
,

因而
,

两兄弟型故事能引起他们内心

理平衡
,

从而产生强烈的妒忌心理
。

这种妒忌心理通 的共鸣
,

使他们的不平衡心理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满

过故事形式表达
,

即为两兄弟型故事
。

它的目的非常 足
,

具有开放的接受心理
。

同时
,

这种接受心理在不满

明确
,

即对长子继替制的不满和抑谕
。

在故事中
,

长兄 和妒忌的驱使下
,

又使每一 个幼子都是故事的自愿传

获得的财产最后都失去
,

而弟弟则总是意外地得到财 播者
。

他们从这种故事的胜利和传播中获得精神上的

富和幸福
,

没有一个例外
。

现实世界在故事中被倒了 愉悦
。

这是两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客观的社会

个儿 季子继承型则是弟弟失去财产
,

兄长获得财富 习俗驱动力使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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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普遇同情弱小者的
,

‘理
。

这似乎是一种 责和否定
,

因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

这种共同

通则
,

尤其是弱小者同时又是一种令人产生怜惜之情 的标准
,

给故事的传承注入了兴奋剂
,

使故事表达的

的善良者
。

弱小者之所以值得同情
,

并不仅仅在于它 部分题旨具有普遍意义
,

符合全体人民的价值准则
,

的弱小而是人们通过这种情感的输出来达到 自我心 因而故事被广泛地流传
。

这是道德责任感内驱力使两

理满足
。

两兄弟型故事中弟弟时时处于被抖潜
、

作弄
、

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具体表现
。

欺侮
、

压迫的地位
,

恰好给人们倾注感情
,

让其获得想 故事情节的传奇性
。

传奇性并非是传说的专

象中的幸福找到了藉口
。

事实上
,

中国人特多的同情 利权
,

在幻想类故事中
,

浓郁的幻想色彩
,

给故事情节

弱小者的心理
,

正是 自身苦难经历和被欺侮的写照
,

具有诡濡莫测的传奇效果
,

两兄弟型故事在这一点上

人们从故事中主人公的遭遇看到
一

了自身的不幸
,

因而 极为出色
。

《狗耕田 》中狗能耕田
,

鸟拉下来的是金子
,

倍感亲切
,

倾注整个身心地去爱
、

去同情
。

这也是这类 料豆吃了可以卖香屁
,

而同时被大哥运用时
,

效果则

故事在传承变异中不断增加大哥与弟弟之间强弱
、

善 恰恰相反
,

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
。

又如《哥弟俩分

恶等对比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

真实情形也确实如此
。

家 》中
,

弟弟种了个象水桶般大的大香瓜
,

因此得到了

目前搜集到的两兄弟型故事
,

往往只突出表达兄弟之 小锣和小褪锣
,

要啥有啥
。

而当哥哥也种了个大香瓜

间的反差度
,

把结果的差异对比
,

当作了最终目的
,

使 时
,

得到的小锣和小褪锣却使兄嫂一个成了塌鼻
,

一

故事的娱乐性大大地增加
,

而社会现实意义相对的减 个成了长鼻头
。

《石榴 》中也是如此
,

在弟弟手中石榴

弱
。

这是两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人们的情感倾 可以变成为漂亮的房子
,

可在哥哥手中却变出被他打

向原因
。

死的小牛蛇
、

小公鸡
、

小黄狗
,

把他吓得昏倒
。

这种结

故事中共同的道德标准
。

如对勤劳
、

善良
、

诚 果相反的传奇情节
,

增强了故事的特殊效果和艺术魅

实的肯定
,

对懒惰
、

邪恶
、

虚伪
、

贪婪的否定
,

这些内 力 加上善恶
、

爱憎分明
,

使听者兴奋有加
,

难以忘怀
。

容
,

正是两兄弟型故事用对比
、

夸张等手法加以渲染 至今两兄弟型故事仍保存这种传奇性个性
,

正是它得

和表达的
,

这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道德准则
。

前 以长期流传的艺术生命力所在
。

者总是受到热情的烦扬和肯定
,

而后者则处处受到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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