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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理论和名词术语

一般理论

民间文学文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民间文学是由劳动人民口头创 

作，在劳动人民中广泛流传,反映劳 

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 

语言艺术;它包括散文体的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和笑话；韵 

文体的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和谚 

语；以及韵散体结合的民间说唱文 

学和民间戏曲等各种体裁。在内容 

上，人民性是它的主要特征,这具体 

表现在民间文学一般都以劳动人民 

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熟悉事物为 

题材，以表现劳动人民的政治观念、 

思想认识、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以及 

.对于各种客观事物的评价为主题， 

以劳动人民的自身形象为主要描写 

对象等各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广 

泛性和深刻性，是民间文学内容上 

又一主要特征，劳动人民人数众多, 

又生活在底层，他们对社会有广泛 

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因此其作品 

的内容也就有了丰富和深刻的社会 

内涵。在语言形式上，口头性是民间 

文学的重要特征。它是指民间文学 

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也以口头 

的方式流传和保存。在文字还未产 

生的远古时代，人们只能运用口头 

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进入阶级社 

会以后，劳动人民因为处在受压迫 

地位而不能掌握文字.口头创作仍 

然是他们创作的主要方式。因为口 

头创作有着书面创作不可替代的优 

点。它和作为人类主要交际工具的 

语言有着直接的联系，又便于记忆 

和传播，因此，即使到了人民已经掌 

握了文字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口 

头性还会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 

在创作方式上，集体性是民间文学 

的又一重要特征。民间文学体现了 

劳动人民共同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 

情，它又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流传 

和保存。创作上的集体特征尤为明 

显，这一方面表现在有些民间文学 

作品是生产者在劳动或生活时经过 

共同构思切磋创作出来的；另一方 

面又表现在民间文学作品创作出来 

以后，在流传过程中又由广大的劳 

动群众不断地加工改造、修改和完 

善。民间文学这种集体的创作方式， 

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一定 

程度上，成了某种不可企及的范本。 

由于集体创作的缘故，民间文学作 

.品不可能署上个人的名字，它的作 

者是一个佚名的群体，但这并不损 

害民间文学的创作个性，群体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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