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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保护 意识

口 乌丙安

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作

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

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

他充分肯定

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我国 12 个门类的文艺在

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

并说
: “

我们的老一

代文艺家精神焕发
,

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

出
,

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 ; “

作品数量之多
,

形式
、

风格
、

流派之多样
,

体裁
、

题材
、

主题之丰

富
,

都是前所未有的
” 。

讲话给全国文艺工作

者
,

包括民间文艺工作者带来 了巨大的鼓舞
。

近十多年来
,

全国数以万计的民间文艺工

作者在各级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怀和领

导下
,

全面开展 了民间文学的调查
、

采录
、

编辑

以及研究活动
,

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了国家重

点科研大型项 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的编纂

出版工作
,

其规模之大
、

成效之显著
,

确实是前

所未有的
。

十几年来
,

从全国村寨城乡传播着

的浩如烟海 的口头文学中采集了数以亿万计

的文字记录资料
,

积存 了巨大无比的民间文学

宝贵财产
,

使民间文艺事业进人 了举世注目的

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

但是
,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
,

我们不能

不看到
,

在跨向新世纪的历史关头
,

任重而道

远
。

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指出
: “

我们的文

艺
,

在保持 自己 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
,

在提高民族自尊心
、

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侵

蚀方面
,

在以 自己的优秀成果丰富人类文明方

面
,

应该作出更大的成绩
。 ”

他在谈到文艺评论

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时
,

进一步号召文艺

家们
、

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
、

推

荐优秀作品
、

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
,

在帮

助人们区分真
、

善
、

美和假
、

恶
、

丑方面
,

发挥积

极作用
。 ”

他还号召
“

多出精品
,

把美好的精神

食粮贡献给人民
,

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

果 ” 。

他还强调指 出
:

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和民

族文化 的优秀传统是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

大宝藏
。

这些讲话精神
,

对于我国民间文艺工

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无可讳言
,

我们的民间文艺工作虽然在普

查
、

采集大量民间文艺作品的财富积累方 面
,

确实在总量上 已经创造 了近乎天文数字的成

绩
;
但是

,

在推出精品
,

以最美好的精神食粮贡

献人民
,

以最佳的作品丰富人类文明方面
.

显

然还远远不够
。

在广泛
、

认真推荐优秀作品方

面
,

在帮助人们区分民间文艺作品的真
、

善
、

美

和假
、

恶
、

丑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还不充分
。

甚至在维护优秀民间文学遗产
,

提高民族自尊

心
、

自信心并坚决抵制殖 民文化侵害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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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方面
,

所发挥的作用还很不够
。

许多

事实表明
,

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还缺乏较强的

精品意识和民间文学遗产的保护意识
。

一
、

关于民间文学的精品意识

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学精品意识是从两个

角度提出来的
。

一是
,

在民间文学作品的采集

工作中
,

有意识地留心采录那些流传久远
、

分

布广泛
、

影响较大
、

深受民众喜闻乐见的有代

表性 的作品
。

这些作品对于研究该地区 的民

俗
、

民族文化和社会
、

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价

值
,

几乎都具有文化史 的意义
。

二是
,

出于多种

教养教育的 目的
,

以最美好的民间文学作品献

给广大读者为编辑出版宗 旨
,

有意识地选取那

些既受 民众喜闻乐见又在思想内容上积极健

康
,

艺术形式上较完美的民间文学佳作
。

它们

几乎都是 民间文艺 的典范
,

有较高的美学价

值
。

显然前者的精品意识主要倾向于对民间文

学作品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
,

只要是在认识文

化历史
、

认识人类思维观念等方面有着重要价

值
,

即使艺术形式上较为粗简
,

结构上不 十分

完整
,

也应当列为精品
。

就像出土的远古文物

残片
,

也是价值连城的精品一样
,

片断的古老

神话
、

史诗或古歌
、

古谣谚
,

都有可能是不可多

得的精品
。

相对说来
,

后者的精品意识主要倾

向于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美 的欣赏和发挥

其感染与教育功能的需要
,

因而只能是久经传

诵
,

啥炙人 口
,

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民间文

学作品
,

才够得上精品
。

也只有这样的精品才

可以人选为可供广大读者
、

听众视听的佳作名

篇
,

成为传世的民间文学瑰宝
。

精品意识来源于民间文学的价值判断及

价值标准
,

如果缺乏科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的民

间文学鉴赏标准作尺度
,

就不可能筛选出精益

求精
、

优中选优的佳品
。

精品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还应当看民间

文艺家们能否经过调查研究
,

沙里淘金
,

把筛

` 4
.

选出的各门类的民间文学精品编纂成集
,

推荐

给读者
,

使广大读者共享
,

形成弘扬民族文化
、

继承优秀遗产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潮流
。

这

里所说的民间文学精品专集与我国现有的民

间文学集成的专集和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选

集不同
,

尽管各省 (区 ) 的集成专卷和许多精选

神话集
、

传说集
、

故事集和歌谣集也大都是各

民族
、

各地区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的读物
。

但

是
,

这里所说的精品
,

应当是为民众所公认
,

绝

大多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名作
。

它们无论是思

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是臻于完美的上乘之

作
、

传世之作
。

它们应当成为家喻户晓
、

国人尽

知的国宝
。

因此
,

我认为我国民间文艺家们在

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基础上
,

还应当做筛选精

品
、

推出精品
、

出版范本的工作
。

任何一个拥有优秀民间文艺传统的国家

或民族
,

并不是靠拥有浩瀚的民间文学资源而

跻身于人类文化圈的
,

最重要的是靠民间文学

中有强大艺术魅力 的精品名作屹立于世界民

族文化之林
。

例如
,

希腊的神话
,

史诗 《伊里亚

特 》
、

《奥德赛 》 ;
印度的 《吠陀分古歌谣和史诗

《摩诃婆罗多 》
、

(( 罗摩衍那 》 ;
埃及的神话

、

优亡

灵书》古歌谣 ;法国的史诗《罗兰之歌 》
,

西班牙

的史诗《熙德 》
,

德国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
,

俄罗斯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
,

芬兰史诗 《卡

列 瓦拉 》
,

还有瑞典
、

丹麦流传的史诗《裴欧沃

夫 》
,

冰岛史诗《埃达 》和 《萨迎 》等都是从公元

前到中世纪在该国传诵的民间文学精品
。

从中

世纪以来到近代
,

传遍西亚
、

中亚各阿拉伯国

家的《一千零一夜 》故事
,

传遍欧洲各国的《列

那狐故事 》和 《格林童话 》中的故事名篇
,

也都

是被认定 为精品佳作推向全世界的民间文学

瑰宝
。

这些精品在许多 国家被列为国家文学

的经典之作
,

并编撰出标准的范本引导国人必

读
,

同时也传播全球成为全人类 的优秀文化遗

产
。

其中许多精品甚至成为历代作家
、

艺术家

创作的母胎或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
。

我国民间文学资源丰富
,

除 了汉族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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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浩瀚藏量外
,

55 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

财富也十分可观
。

但是
,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

时代里
,

民间文学的精品佳作几乎都只在民众

口头流传中千锤百炼
,

成为民众广为公认的久

传不衰的瑰宝
,

并不受御用文人雅士们的重

视
。

幸好从先秦到汉魏
,

有部分儒学文士兴起

了采风之举
,

将古代 15 国民歌采编删选
,

纳人

《诗经 》
,

集作 《国风 》
,

汉代官府将采录来的部

分民歌也收人了《乐府 》
,

使其中精品成为国家

文学的经典之作
,

通过文献流传至今
,

成为我

国诗歌精华之祖
,

奠定了国诗的传统
。

但是
,

终

究因为文语的隔阂
,

这些精品无法从口碑上传

诵至今~以致与民间无缘
,

只能列为古典
。

我国

的古代神话有不少传诵至今
,

也不乏精品
,

如

开天辟地神话
、

造人神话
、

洪水神话
、

治 水神

话
,

射扫神话
、

奔月神话等
,

都以故事的形式 口
,

休至今
。

但是
,

由于这些远古神话在文字记录

和 口头讲述两条传承路线上始终都是零散的

断片
,

因而缺乏内容与形式 的完美统一
,

除 了

有不容忽视的科学价值外
,

至今也难以形成精

美完整的艺术典范推向世界
。

我国的民间史

诗
,

主要是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
,

儿乎都流传

在周边 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
,

如藏族的《格

萨尔 》
、

蒙古族的《江格尔 》
、

柯尔克孜族的《玛

纳斯 》
、

苗族的创世《古歌 》
、

彝族的《梅葛 》
、

纳

西族的《创世记 》及赫哲族
“

伊玛堪
’ ,

、 鄂伦春族
“

摩苏昆
”
中的英雄史诗等

,

都是我国著名的口

头叙事诗篇
,

其中《格萨尔 》
、

《江格尔 》
、

《玛纳

斯 》三大史诗是数以几万行
、

几十万行乃至百

万行的长篇 巨作
,

不仅内容丰富
、

场面宏大
、

英

雄群像鲜明
,

故事情节曲折
,

而且勇武壮烈的

悲剧色彩浓郁
,

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大史诗相

媲美的惊世之作
。

由于 民族语言的障碍
,

这些

伟大史诗还不能尽快译成汉文本或英
、

法
、

日

等多国文本供世人共享
。

我国各族人民的传说

和故事
,

正如前所述
,

不仅数量之大
,

类型之多

举世无双
,

就是分布较广为大多数民众喜爱的

名篇也确实不在少数
。

其中
,

被民众普遍认可

的
“
四大传说

”
正是精品中之最极品

。

《牛郎织

女 》
、

《孟姜女 》
、

《白蛇传》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传遍全国各族村寨城乡
,

用它的感人肺腑的故

事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主题
,

完美的艺术形式

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

感染并教育 了世世代代的

民众
。

以至于传统的舞台戏曲
、

现代的音乐
、

电

影和电视也争相以它们为题材进行各种各样

的再创作
。

还有许多较为有影响的跨省区
、

跨

民族的传说
、

故事
,

也都具备 了精品特质
,

鱼待

人们予以评估
、

推荐和传扬
。

我国的民间文学

资源
,

有如含金量很高的富矿
,

如何进一步合

理开采
,

并把提炼出的纯金般的精品贡献给全

人类
,

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

民间文学的精品意识还应当用切实的挖

掘
、

遴选
、

鉴赏
、

推荐
、

传播精品的工作实践予

以表现
。

从事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民间文艺家

们在采录
、

编辑民间文学作品过程中
,

有责任

挖掘并筛选出精品
,

经过比较研究
,

反复鉴赏
,

推出本地 区
、

本民族 (甚至跨地区
、

跨民族 ) 民

众公认的最优秀民间文学作品
。

甚至可以考虑

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精粹 》
,

推广传播到全

国
。

使其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民族传统

教育的好教材
。

同时还可以组织强干的翻译队

伍
,

精心把这些好作品译成外文传扬出去
,

使

全世界人民都享有欣赏中国民间文学精品的

机会
,

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遗产
。

从树立精品意识到切实做好产出精品的

工作
,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

也是一项十分

艰辛细致的科学研究工程
。

它不可能用大轰大

嗡
、

大吹大擂的一哄而起的办法去完成
。

它要

求全面做历史的地理分布的调查统计
,

对多种

口头演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

去伪存

真
、

去粗取精
,

录制标准的声像作品及记录标

准 的文字范本
,

分类排队
、

统一编码
、

郑 重出

版
,

然后才可 以推广于世
,

供人们欣赏
。

在这个

过程中
,

需要建立科学资料库
,

需要计算机处

理
。

既需要艰苦的田野作业
、

细致的案头工作
,

也需要现代技术的精密操作
,

才能最后完成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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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需要凝聚广大民间歌手
、

故事讲述家们的

智慧
,

也需要集中民间文艺学家们的艺术科学

才能
。

它既需要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个体劳动
,

也需要 民间文艺 的各类机构
、

团体的组织协

力
。

也只有这样
,

才有可能在走向新世纪的历

史契机中使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更加繁荣
。

二
、

关于民间文学的保护意识

在树立并增强民间文学精品意识的同时
,

不可忽视的便是如何树立并增强对 民间文学

优秀遗产的保护意识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
。

随着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进展
,

重视并保

护民间濒临散失的 口头创作资料的观念
,

显然

较之以往强 了许多 ;但是
,

不可讳言的是当前

依然有许多文化部门和文化人对 民间文学流

散失传现状无动于衷
;
对已经保存下来的优秀

民间文学财富也不加以重视
,

有的甚至对已经

采录
、

编集出来的大量民间文学资料 (录音带
、

手稿
、

内部印刷资料等 )
,

不但不予以保存
、

收

藏
、

利用
、

推广
,

反而当作无用的废纸
、

废物
,

随

意毁弃
。

据 了解
,

有些单位已经把基层县 (区 )

千辛万苦采编并投资出版印刷出来的民间文

学集成资料本清除到仓库
,

按废纸处理 了
。

这

种对于 民间文学财富遗产的轻视
、

毁弃行为
,

随着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误导和影响
,

已经

严重腐蚀到民间文学事业的肌体
,

形成 了不算

小的公害
,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

将会直接

危及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的最后完成
。

对民间文学遗产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还

表现在对民间文艺传承人的态度方面
。

在全国

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采编 出版的
“
七五

”
国

家重点科研项 目的初期
,

曾经掀起 了采访民间

艺人
、

故事讲述家
、

歌手等民间文艺传承人的

热潮
。

从许多著名的老人 口 中收集到成千上万

的优秀传说故事和歌谣
,

丰富 了民间文学集成

资料
,

使代表国家水平的民间文学作品专卷因

拥有这些老故事家
、

老歌手的 口头创作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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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
。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
,

这种深人挖掘
、

抢救民

间文学遗产的工作
,

事实上松懈 了下来
,

许多

民间文艺传人在记忆中贮存的民间文学宝藏
,

还未被完全挖掘出来
,

就因种种不应有的原因

被老人带到 了另一个世界
。

商海弄潮冲击 r 艰

苦的田野调查采录工作
,

在挖掘民间文艺遗产

方面缺少起码的经费投入
,

使不少原来从事采

录民间文学传人的工作者无能为力
,

甚至转而

下海去干起 了与民间文艺无关的实业
。

民间老

艺人
、

老传人的 自然离世
,

给民间文学遗产的

抢救与保护造成 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

当前
,

民间文学保护意识的树立和增强还

有另一种迫切的需要
,

那就是当民间文学优秀

作品受到歪曲
、

甚至被任意胡编乱改失去原作

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魅力而被糟踏到不堪

人 目人耳时
,

文艺评论理当替民众仗义直言予

以批评
,

民间文艺家们理应对这种不 负责任地

损害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的行为予以谴责
,

其它

各类文艺
,

如戏曲
、

电影
、

电视
、

绘画等在利用

或改编民间文学作品时
,

也应严格尊重民间千

百年来对这些作品锤炼的艺术结晶
,

尊重广大

群众喜爱并认可的作品中的人物典型
、

故事情

节和艺术风格
,

不要 因为民间文学作品在 口头

流传过程中有可变异特点和老百姓无名氏创

作没有著作权的约束
,

就可以背离 民意
,

把民

间文学作品拿来任意肢解
,

信 口戏说
、

胡说
、

瞎

说地编造起来
。

有些不负责任的编导
,

不是把

《白蛇传》
、

《孟姜女 》
、

《梁 山伯与祝英台 》等民

间文学的精华
、

传世之作改编拍摄成更加完美

的有更大艺术魅力的精品
,

成为民族文化的经

典作品
,

贡献给全世界共享
,

相反却热衷于追

逐商品利润
,

迎合低级趣味
,

在原本精美的题

材中添加无聊的笑料
,

毫不相干的历史材料和

武侠打斗
,

甚至胡编乱改作品中的民众广为喜

爱和熟知的人物形象
,

伤害广大群众纯正的欣

赏情绪
,

使许多经受民间文学优秀传统教养熏

陶的群众表示愤慨和抗议
。

文学艺术界的人士

只有带头保护民族
、

民间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



增强民间文艺的精品意识和保护意识

不被损害的责任
,

绝没有随意糟踏优秀民间文

艺传统的任何权利
。

改编民间文艺作品所进行

的艺术加工
,

其动机与效果都应当统一在维护

民间原作艺术完美的基础上才是正当的
,

否则

就只能被认作是缺乏职业道德的或至少是不

严肃的行为
。

民间文艺的优秀遗产是全民族或全人类

共享共有的文化财产
,

不容随意损害已经是国

际上文化管理的通则或文艺创作的惯例
。

不少

发达国家甚至为此还制定 f 相应 的民间文化

财产保护法
,

对已经定型的被 民众广 为熟知并

喜爱的民间文艺创作
,

给予法律上的保护
.

不

允许任意损害
,

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
。

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阶段
,

利

用民间文艺做商品在文化市场上展示或表演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

除 了经过专家鉴定
、

行家

指导而推广演示的多种优秀民间文艺也 已成

为文化市场上的好节目外
,

还有不少文化捐客

以营利赚钱为目的
,

把民间流传的一些颇不健

康的作品拿来
,

在歌厅酒店里演示
,

以糟粕冒

充精华
,

败坏 了民间文艺的名声
,

加剧 了社会

不良风气的蔓延
。

对这种现象
,

应当有针对性

地提出净化文化市场
,

保护优秀民间文艺纯洁

性 的严正要求
,

把 打着
“

民间文艺
” 、 “

民俗文

化
”

旗号贩卖 封建迷信
、

淫秽色情私货的行为

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 的活动严格 区分开

来
,

对前者予以严厉的打击
。

也只有这样才能

更有利于发扬 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
,

在继承与

发展上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健康之路
。

对优秀的民间文艺
,

甚而对于优秀的民间

文化财产给予保护
,

应当用立法加以保证
。

我

国虽然有较为完备的文物保护法
,

对遗存在社

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给予严格

的管理和保护
,

但是对于遗存在民间 日常生活

中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乃至有价值的文化财产
,

却至今没有相应的管理和保护的法律
。

这显然

和我国作为拥有丰富精美的民间文学艺术及

民俗文化的文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

许多民间

文艺的绝技
、

精品
、

秘传和丰富资源都几乎濒

临失传失散的边缘
,

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无

力抢救
。

许多民间文艺家在保护优秀民间文艺

财产方面做出 了十分难得的贡献
,

得不到法定

的奖励
;
许多损害和槽踏优秀民间文艺财产的

恶劣行为
,

也得不到法律的惩处
。

长此以往
,

继

续沿着民族民间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发展下去
,

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前途
,

很有可能滑人一个

衰落的困难时期
,

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面对世界

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繁荣前景
,

处于 一 个十分

尴尬的地位
。

因此
,

我们应当积极呼吁
,

尽快制

订 一系列的有关 民族民间文化财产的管理 与

保护法规
,

依法保护民间文化遗产
。

民间文艺家对民间文艺的保护是履行 自

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

因此
,

对一切损害优秀民

间文艺财产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
、

指责
、

制止
,

绝不可以听之任之
,

视而不见
,

充耳不闻
。

民间

文艺家自身更应当增强 自觉的保护意识
,

不要

有意无意参与各种糟踏民间文艺事业的不 良

活动
。

更不该在商海浪潮的拜金主义下 自轻自

贱
,

看不起 民间文艺事业
。

相反
,

应当在走向新

世纪的历史关头
,

更加振奋精神
,

信心百倍
,

团

结一致
,

为促进 民间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做出

贡献
。

增强民间文艺的精品意识和保护意识
,

是

推动我国民间文艺事业走 向新的繁荣的两个

相依相助的内在动力
,

是完成跨世纪任务的最

好精神装备
。

民间文艺家队伍也会因推出精品

而更加团结和凝聚
,

更加对 自身所从事的事业

充满信心 ;更会因共同奋起保护民间文艺的优

秀遗产而坚定信心
,

使弘扬民族文化取得更加

辉煌的成就
。

可以预见
,

经过数年的努力
,

当进

人 2 0 00 年的新纪元时
,

我国的民间文艺事业

一定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

飞跃到一个崭新的

历史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