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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童话是流传民间的儿童故事。法国童

话女作家多尔诺瓦夫人 （!’"#$%&’）于 ()*+ 年

出 版 了 一 本 童 话 集 ， 封 面 上 首 次 出 现 了

“,-./’0-$1”的名称，此后便成为一个专用名词流

传开来。这个名称表明，凡有精灵或仙女参与的

故事，便可视为童话，或者说，仙女、精灵、妖怪

等是童话故事的一个标识。

和其他民间叙事种类相比，民间童话具有

独特的叙事形态，迎合了儿童的接受心理和满

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这种叙事形态特征是显

而易见的，即便不是童话学学者也能道出二

三。根据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的说法，大概有

以下 2 个方面 3 ( 4（567）：

(、一个童话不能以最重要的活动部分作为

开端，也不能突然就结束，它需要有一个从容的

介绍。故事要超过高潮向轻松、安定的方面变

动。

+、重复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使故事有了

悬念之觉，而且也使故事展开得更充分，由此构

成了故事的骨架。这种重复大多数是三叠式。在

一些国家，由于其宗教传统的象征性，这种重复

也可能是四叠式。

6、一般地说，只能两个人同一时间出现在

一个场景里。如果有更多的人，他们中只有两个

人是同时行动的。

7、对立的角色互相发生冲突——— 英雄和反

派人物，好人和坏人。

*、如果两个人以同样的角色出现，他们被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民间故事有一种很奇特的结构现象，幻

想成份越浓的故事，越遵循一定的叙事套路。那末，民间童话的叙事模式或套路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

不简单。本文从民间童话的情节简单而不复杂化、“三段式”的重复、情节或人物的相似性等三个方面，讨论

了其主要的叙事形态特征，揭示出民间童话叙事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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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 （(2=(—），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理

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和民俗史。（北京 (99;)*）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间文学的生活特征及其理论建构”（批准号：9*>?@9=+）的系列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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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十分弱小，他们常常是双胞胎。当他们变

得本领高超时，他们就可能变成敌对者。

%、在一个群体中，最弱小或最差的一方转

变为最占优势的一方。最小的弟弟或姐姐常常

是胜利者。

#、性格是单纯的，正是这种特点的直接影

响，人们注意到，故事里的人物没有任何生活以

外的暗示。

&、情节简单而从不复杂化。一个故事一次

能讲完。如故事情节有两个或更多的枝节的话，

这必定是添充了的文学迹象。

’、每件事情都尽可能简单地处理，同类事

件尽可能描述得接近相同，不要试图使事件复

杂化。

将上述特征进一步归纳，值得阐释的民间

童话叙事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情节结构的简单化处理

童话总是从孩子的角度被讲述的，而不是

从父母的角度讲述的。童话适合儿童的趣味，是

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良好形式，中国无数优秀的

传统民间童话经过长期流传，在思想和艺术上

达到很高水平，常常使人童年听了而终生难

忘。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主要得益于童话对情

节结构的简单化处理。

首先，童话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离神话，

渐近传说，成为一种吸纳了神话特点与传说特点

的独特文体。它从神话中获得神思妙想，海阔天

空，又从传说中吸取了叙述故事的写实手段，是

一个弹性度极大的叙事模式。童话中最常用的艺

术手法是幻想和拟人化。幻想特点主要是通过

“距离”体现出来的。这从童话的开头方式就表现

出来了。童话一般以“从前”开头。这两个字确定

了过去与讲述时的距离，说明故事发生在一个遥

远的世界，一个远离儿童所处的世界，当然，也是

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个幻想的世界。“从前”

的叙述方式将故事从现在、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

分离出来。儿童沉溺于幻想，也善于幻想，童话所

构建的幻想世界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童

话一般以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的胜利结尾，并且

保证“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也同样

造成了距离，将故事带到了结尾。罗马尼亚民俗

学家米哈依·波普提出，童话的开头将儿童从现

实引进非现实之中，而童话的结尾则把他们从非

现实带回现实之中。( ! ) （*’+）童话中拟人化手法的

表现形式有三：一是以动物拟人，二是以精灵拟

人，三是以神魔拟人。

+、以动物的形象拟人，符合儿童的审美和

接受习惯。在动物与人物之间建构某一方面的

对应关系，利用动物的自然属性特点 （外表、本

性）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形成了童话思

维的特有模式。动物一出现，儿童便能识别它

们，并且理解它们被赋予的象征性意义。

!、精灵相对于一般的动物，更拥有超自然

力，这种超自然力不仅能够激发民众尤其是儿

童的想象，而且本身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在浙

江绍兴地区流传一则“田螺精”故事，简缩如下：

有一个以打柴为生的年轻单身汉，有一

天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有人给他准备饭

菜。第二天，他提前回家观察，发现从水缸里

跑出一只大田螺，田螺壳张开后，跳出一个

十七八岁的美女。年轻人把田螺壳藏了起

来，田螺姑娘没办法回去，只好留下与年轻

人结婚生子。后来孩子长大后到学校去念

书，同学们都知道其母是田螺精，就编着歌

来嘲笑他。田螺女知道后非常气愤，向其父

索回田螺壳。然后就不见了。( , )（*-% . -#）

在田螺姑娘故事中，一般情爱的故事应有的缠

绵情调还未酿成，两性的结合及对立皆处于一

种较原始的状态。娶仙女为妻本应是一个要多

浪漫就有多浪漫的话题，在这里竟然无缘无故

地失去了谈情说爱的时空。而惟一能让听众感

受到一点家庭气氛的，是田螺仙女大多可以弄

出一桌好菜。但这与其说出于仙女对丈夫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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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与体贴，不如说是民间男子对食欲虚幻的满

足。美女和佳肴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是可欲而不

可求的。色与食这两大人类的本性却被有机地

嵌入此型故事之中，并获得画饼充饥式的宣

泄。

!、民间童话中神魔威力无比，诸如蛇妖、山

神、雷神、水怪等等魔怪，保持着凶恶的外形和

可怕的魔力，是令人恐惧的又必须面对的对

象。以蛇郎、蛇妻童话为例，因蛇的雌雄二性而

形成的蛇郎蛇女童话故事，被民间文学研究者

列入世界民间故事索引中。蛇郎童话故事除 "#
分类法的 $!! 型 “蛇王子”及 $!!"、$!!%、$!!&
三亚型外，丁乃通又另列出 $!!’，刘守华还补上

了 $!!(、$!!)；而蛇女童话故事则属 "# 分类的

*+,&。

蛇郎、蛇妻进入人类生活之中，便埋下了不

幸的祸根。它们因本性难移，不得不千方百计掩

盖自己的真面目。这种掩盖实际是为后来凡人

不幸作了铺垫。洪迈 《夷坚乙志·杨戬二怪》中

的蟒妇被杨戬识破后已无力挣扎，原形毕露。但

“未几时，戬死”。说明他仍然难逃“蛇网”。与我

国相邻的日本 《古事记》中的蛇妻故事也流露着

人对蛇的恐惧。本年智子与肥长姬结婚，过了一

夜，偷看那少女原是一条蛇，王子害怕逃走，肥

长姬悲伤地坐船追赶。《日本灵异记》、《今昔物

语集》的童话中，蛇不仅有着不顾一切的情欲，

而且对异性的占有欲极度执拗，一旦真相败露，

便转化为不惜代价的报复行为，甚至置对方于

死地才罢休。

其次，童话中的人物一出场，就像贴了标

签，极易识别，性格非常鲜明、单一。童话常常运

用夸张和对比手法来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一方

面，用极度夸张的美和丑的形象使人判别人物

的善与恶。在童话中，恶与善无所不在，两者之

间泾渭分明。几乎在每一个童话故事里，善与恶

都以某些人物及其行动的形式体现出来。善与

恶又是以一系列的对比母题突显出来的。诸如

禁止 - 违背、需要 - 帮助、任务 - 完成、绑架 - 营
救，等等。在这里，普罗普的系列“功能”转化为

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

和其它故事体裁相比，童话的显著特点是，

有一个明显的善恶 （好坏）对立的两极结构，诸

如美和丑、勤劳和懒惰、勇敢和懦怯、诚实和欺

骗、正直和自私、骄傲和谦虚等等之间的差别，

“金斧头”、“灰姑娘”等童话，安徒生改写的大克

劳斯小克劳斯等，都属于这类。这种两极对立反

映了儿童对问题的看法。在儿童的思维中，非好

即坏，因为他们还不能理解模棱两可的事物。正

如伯杰所说：“童话使儿童们认识到问题最基本

的形式，而较为复杂的故事却可能使他们感到

迷惑不解。童话故事还使一切情景都简单化。童

话中的人物都描绘得很清晰，大多数细节，除非

是非常重要的细节，都被省略了。因此，童话中

的人物都是典型的，而不是惟一的。因此，童话

的简单化帮助缺乏理解矛盾和模棱两可事物能

力的幼儿能理解故事所谈论的问题的本质，并

认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 / 0（123）

二、“三段式”的叙述模式

民间童话叙述模式分析属于情节分析，“情

节分析是叙事理论的比较解剖学：它向我们展

示了相似的故事所共有的结构特征。也许，我们

研究这种骨架是因为这就是口头故事被印刷成

书时所留下来的一切。被丢掉的是讲故事人与

听众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这一点人类学家

们近来才刚刚开始着手探寻。”. $ 0（14+4）

5一 6“三段式”的结构形态

在民间童话中，幻想性强的故事和生活故

事都经常采用 “三段式”（或称 “三迭式”、“三段

论”）复合式的结构手段，通过它来编排情节，形

成布局。所谓“三段式”，是指类似情节反复三次

或多次。这类似的三件事情可以是一个人做的，

也可以是三个人做的。每件事情实际构成了一

个相对完整的情节序列（789:8;<87）。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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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论原理的结构，就是将一个事件顺着

发端、过程、解决这三个阶段来讲述。三段论原

理不仅在外部结构或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而且在主人公的心理上也有体现，有时候便采

用正直、自满、后悔的推进形式。有时，发端常常

是象征性地讲述，叙述的中心却是在中间的过

程，把中间讲述的一切事件总归于终结，同时导

致幸福的解决。事件的过程是采用对立原理组

成的朴素的辩证统一的结构。事件具有三个阶

段的变化，同时出现三个兄弟、三个新郎、三只

动物 （《桃太郎》））、三种危险 （《牛方山姥》）、三

个问题（《下雨姑娘》）、三个谜 （《话千两》）、三年

又三个月、三天三夜，或同样的叙述反复三次，

《猴新郎》、《三个兄弟》、《三个新郎》等都是这种

典型形式。 & ’ ( （)*+’）“一切情节都是由已出现过的

情节所引起的”，& % ( （)!*’）在这种情节与情节的因

果关系中，故事不断向前推进。

民间童话大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形式：

线索单一的是 “单纯式故事”；由几个故事组成

的，是“复合式”故事。“复合式”故事又分“三段

式”复合式和“连缀式”复合式两种。“连缀式”复

合式结构的故事又叫 “框套故事”（,-./0 1 2.30），

其结构形态为一个故事衔接着另一个故事，前

一个故事的结尾成为后一个故事的开头，首尾

交合，环环相扣，大故事里边套着小故事，小故

事中孕育着大故事。 & # (（)%!）

印度的《五卷书》（).456.2.42-.）约成书于公

元 ! 世纪至 % 世纪，被称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影

响最大的一部寓言童话集。全书由 《绝交篇》、

《结交篇》、《鸦袅篇》、《得而复失篇》、《轻举妄动

篇》共五部分组成，有 #7 个故事，还有一个交代

故事由来的 《楔子》。季羡林先生在分析它的结

构时说，它最惹人注意的就是“连串插入式”：

全书有一个总故事，贯穿始终。每一卷

各有一个骨干故事，贯穿全卷。这好像是一

个大树干。然后把许多大故事一一插进来，

这好像是大树干上的粗枝。这些大故事中

又套上许多中、小故事，这好像是大树粗枝

上的细枝条。就这样，大故事套中故事，中

故事又套小故事，错综复杂，镶嵌穿插，形

成了一个像迷楼似的结构。从大处看是浑

然一体。从小处看，稍不留意，就容易失掉

故事的线索。 & 7 (

《五卷书》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故事结

构，使 #7 个故事环环相扣，既相对独立，又相互

联系。印度的《故事海》、《伟大的故事》、《僵死鬼

故事》、《宝座故事》、《鹦鹉故事》等著名世俗故

事集，也均采用的是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结

构。《故事海》成书于 ** 世纪，被誉为“印度古代

故事大全”和 “一部中产阶级史诗”8 . 9:;-<0:=>
0?=5），& @ (（)#）是印度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全

书围绕主干故事插入了大小三百五十多个故

事。这种由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里面又有故

事的 “连环套”，既可以反复阐明中心故事的主

题，又能够造成种种悬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力。这种叙事结构直接承袭于印度两大史诗，史

诗在展开情节时，常常插入许多和情节关系不

大的大小故事，形成所谓的插话。《五卷书》等的

框架故事结构一直延续到阿拉伯民间童话 《一

千零一夜》（《天方夜谭》）和它的姐妹篇 《一千零

一日》，意大利薄地丘的 《十日谈》，英国乔叟的

《坎 特 伯 雷 故 事 集 》， 意 大 利 斯 特 拉 帕 罗 拉

（A=:B.4 C-.45=>5: D2-.?.-:3.，大约 *E7" F *’’7）

的 《滑稽之夜》，法国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

（G.-<;0-=20H’I4<:;30/0，*E@! F *’E@）的 《七日

谈》，意大利巴塞勒 （A=./9.22=>2. J.>=30，*’#’ F
*%+!）的《五日谈》，以及德国豪夫的 《童话年鉴》

等作品。

三段式本身又有三种形式 & *" ( （)*+7 1 *+@）：一种

是纵的三段式，即时间关系上的三段式。比如我

们曾提到的长工和地主的故事里，地主三次为

难长工，第一次要长工晒地板，第二次是把大缸

装进小缸，第三次是地主问长工，自己的头有多

重，这三次刁难，是有先后顺序的；一种是横的



!"!"#$%"

三段式，即空间关系上的三迭式。三兄弟型的故

事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纵横结合的三段式，

也就是以上两种的综合。这种形式的三段式最

为常见。

!二 "“三段式”结构模式的成因

实际上，所有的民间叙事一般都依循三段

式的叙述结构，就本原叙事的创世神话而言，各

民族神话史诗都以创世、洪水灾难和文化创制

三个时序构成了三段式的叙述结构。神话史诗

中的三段式结构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是由

最高本源演化成天地，天地间某物或神又生成

万物，生成人类和文化的本体论思想的逻辑关

系呈现。”# $$ %（&$’）那么，何以民间叙述（故事）基本

的结构模式为三段式的呢？

“三”是人们心目中足够大的一个独立的数

量单位。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在《实用想

象》一书中说：“在我们想象的仙镜中，钟鸣三下

——— 还有三个愿望、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等等。

‘三’是我们在叙述作品中期待与满足的一部

分，是我们心理学中的一项基本事实。三个圆

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是每个人作为一个单位

来看出的最大的数。再加上一个圆点，许多人就

会将其看成为两个单位，每个单位两个圆点。

‘三’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观察与思考之中。我

们理想的家庭只有妈妈、爸爸和我。所有的生活

都有开端、中场和结局。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

三维结构。”# $( % （&)$）运用口头叙事对这个世界的

重新建构，同样也应该是三维结构。

民众在民间童话中创造和采用三段式的手

法，是基于忠实于民间童话演说实际的原则，出

于表现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它是民间创作家

从民间童话演说的需要中总结出来的。“作为一

种故事的结构方式，三迭式在情节开展中的作

用当然不可忽视。它一方面使故事显出分明的

层次，情节发展起伏有致、步步深入；另一方面

又使故事主线突出，事件发展在时间、空间上联

系紧密。这种在结构安排方面的规则性和紧密

性是民间童话艺术形式上的一个特点，它对于

口头讲说的散文类的作品的流传和保存来说，

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容易听

明白，也容易记得住。”# $* %（&$+$）

归纳起来，“三段式”成为民间童话稳固结

构的原因有三：一是口头文学基本特征的要求，

重复起到强化人们对口耳相传的故事记忆的作

用，也符合接受者尤其是儿童的接受需求；二是

编排故事情节的需要，是设置悬念和揭开谜底

的一整套创作模式。同时，一波三折的故事情

节、不断遭遇 “悬疑语码”（,-./-0-123-456-）# $7 %

（&889 : 88’） 也符合讲述心理和接受心理；三是民间

把 “三”作为带有可靠性的保险数字，故有 “事不

过三”之说，这是数字观念在民间童话结构中的

反映。

情节昭示事件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有一个

过程的。善恶要反复的较量，人物思想的转变也

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因此，纵的三段式是对事物

发展过程的一种艺术的概括形式。另一方面，一

个事物又有和周围事物的多方面的联系。世界

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同类事物 （比如兄弟姐

妹之间）也有良莠不齐的，把这们并列起来加以

比较，是分辨是非善恶的有效方法。因此横的三

段式，就是对客观事物复杂联系的一种艺术的

概括形式。三次重复，三方展开，有助于表现生

活的深度和广度，而在情节进展上呈现出规则

整齐的形态。

不论纵的三段式还是横的三段式，都是重

复叙事。重复叙事克服了叙事时间上的有限性，

能够满足听众对永恒时间的体验。通过三段式

的叙事，民间童话总是让叙事变得绵绵不绝，似

乎没有时间的开始与结束。民间童话在一切发

生和过去之后，仍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永恒的

世界——— “他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得

到了应得的财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

此，老两口过着安宁的日子而且长寿”。而传说

中的一些形象常使我们感到时间的有限和时间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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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逝；传说的单线叙事和叙事节奏的急促，以

及相对固定的时空坐标，似乎在提醒我们日子

一去而不复返。民间童话的人物就像山里面那

个老和尚一样，永远在讲 “从前有座山，山里面

有座庙⋯⋯”，是一种感性时间 （故事时间）对理

性时间（实际时间）的超越。

正因为三段式是一种表现力较强，又有它

自身的形式美的艺术手法，同时还符合演说和

记忆的规律，所以被民间创作家广泛运用和长

期传承。

&三 ’对故事意义的适度强化

民间童话是有意义的，故事中的意义只有

得到适度强化才能产生艺术撞击。故事既要提

供一定的 “量”（人物、事件等）以满足听众的接

受欲，同时又不能逾度，避免听众陷入厌倦状

态。“叙述实际是一种传播，传播需要有接受的

对象，在传播中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没有反复

刺激，接受对传播的信息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过量的重复信息又会使接受对象厌倦，产

生抗拒心理。因此，叙述中对‘度’的掌握是一项

关系重大的学问。选择 ‘以三为度’是在矛盾中

保持巧妙的平衡，既维持一定的刺激量，同时又

不至于把读者赶跑。”( )! * （+,)）在民间口头叙事文

学中，“三段式”对意义的强化是最有“度”的。

第一，三段式有利于充分展示现实生活中

的矛盾，突出事物的本质，即有助于表现艺术的

真实。在长工和地主的故事中，二者之间的反复

较量说明剥削和反剥削之间的斗争是必然要进

行的。三个回合，一个比一个激烈，最后地主一

败涂地，他的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本性也得到

了充分的揭露。

第二，三段式使所述的故事染上了抒情的

色彩。因为在事物的反复和并列之中，都深深寄

寓着作者的爱憎和褒贬之情。它可以是一种强

调 （例如，长工与地主的故事就说明善一定要战

胜恶），也可以是一种评判 （例如，前面我们提到

的 “三兄弟型”故事，说明坐享现成不如手提锄

头）。总之，通过三迭式，明确地、着重地表现了

民众的意志和愿望。

三、情节或人物的相似性

童话学家将情节或人物大同小异的童话故

事文本群，称之为一个故事“类型”。类型是就其

相互类同或近似而又定型化的主干情节而言，

至于那些在枝叶、细节和语言上有所差异的不

同文本则称之为“异文”。类型之所以存在，是因

为 “人类生活环境的限制及其基本情境的相似

的故事”。“它们在一切重要的结构方面都是十

分相象的，它们像罐头、锄头，或者弓和箭一样，

有着人类文化的确定形式和内容。这些叙事作

品的若干形式被相当普遍地使用。”( )- *（+#）

民间童话的篇幅有限，情节简单，人物性格

单纯，人们在创编和传讲故事的过程中，往往展

示故事人物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面，像阿凡提、刘

三姐、韩老大和五娘子等等，都是被人们固定化

的机智人物形象，而对于他们性格中的其他方

面，故事一般都不提及。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 /$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把人物分

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在 )# 世纪的欧洲，扁

形人物叫做“脾性”或“类型”或“漫画”。当扁形

人物以最纯粹的面貌出现的时候，他们表现出

单一的品质和思想。这类人物大多可以用一句

话来概括。民间童话中的人物一般属于扁形人

物，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属于圆形人物。因此，单

篇故事往往缺乏表现力，难以达到 “类型”的程

度，也难以为人们所记忆。而许多同类故事不断

积累，构成一个群体，便扩大了故事的容量和延

长了故事的讲述时间，因为在演说的时候，一个

故事往往会引发出其他同类故事讲述。这样，使

以说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民间童话的表演，增添

了互动的效果和表演的情趣，也强化了民间童

话的表现力，还为学者开阔了研究的空间。

在童话学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

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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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 ! "# $ （%#&&）

“母题”也可译作 “情节单元”。前苏联著名的民

间文艺学家李福清就说：“我研究的方法有一个

特点：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作系统性的

研究。”! "’ $台湾学者金荣华对情节单元有过比较

详细的解释：

在民间童话的研究方面，针对其人、时、

地都可变异的特性、类型发展出了以结构为

主的类型（()*+）分类；又在内容分析界定了

以事件为主的“情节单元”（,-(./）。⋯⋯“情

节单元”是英文或法文中“,-(./”一词在民间

文学里的对应词，指的是故事中小到不能再

分而又叙事完整的一个单元。这里所谓的

“情节”，是指在生活中罕见的人、物或事。所

谓“单元”，就是扼要而完整地叙述了这罕见

的人、物或事。例如：“有一只生了角的兔子”

是一个情节单元，这是静态的；“那个大力士

单手拖动了一架飞机”也是一个情节单元，

这是动态的。⋯⋯所谓史诗，所谓民间童话，

本质上都称之为叙事文学；它们的差异只在

于形式：一个是韵文叙事，一个是散文叙事。

使用情节单元分析故事时，不会因其形式不

同而有所不同。! "0 $（%1#）

对民间童话类型的认定主要依据的是情节

单元，它构成了故事类型最稳定的结构，是故事

类型的“恒量”，具有国际性。人们常说民间童话

具有相似性或雷同性，主要指的就是情节单

元 。 民 间 童 话 的 “变 量 ” 为 “情 节 单 元 素 ”

（,-(./.23），主要有人物、时间、地点及相关描述

等。“一个母题和一个故事类型之间的关键差别

之一是，一个故事类型的所有异文被假定在发

生学上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它们被假定是

同源的，而在一个母题名称之下列举的所有叙

事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没有联系。”! "4 $（%#5）

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有众多的

相同类型的童话出现呢？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

“同境说”，认为因各国各地社会生活的相似而

形成类似的故事；一是 “同源说”，认为同一类型

的各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是因民族分化

和民众交往而将一个故事传到各地的。的确，相

对于神话和民歌，民间童话更容易从一个民族

传到另一个民族。这两种学说都有道理，但不能

一概而论，应对各种故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

较研究，找出它们的情节的异同，从中可以发现

故事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也可以考证故事

流传发展的线索。研究故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进行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有助于各民族文化的

交流。

芬兰学派坚持 “一源论”（,-6-7+6+2.2）的观

点，即世界各地属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都来源

于某一地区，然后成波浪式向各地传播。譬如，

《灰姑娘》的结构包含 ’ 个基本情节：女主人公

受到虐待；得到仙子的帮助；与王子相会；被王

子追寻；以美好的婚缘告终。"5&8 年，英国民俗

学者玛丽安·柯可斯就在 《灰姑娘传说》一书中

列出符合上述结构的 8#’ 种不同形式，传布的

时间起于 "’## 而迄于 "5&1 年，范围从中国到

欧、美和非洲。有人指出，许多的欧洲流传的童

话，早在古埃及已有了它们的雏形。德国学者本

法伊又在 "5’& 年提出欧洲童话来源于印度的

理论。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过于机械，忽视了影响

故事发展变动的诸多因素。美国学者布鲁范德

（9:6;:<-=>?<@6A:6>）关于历史 B 地理学派的方

法曾有这样的评述：“这种方法的终极目标是写

出各故事的 ‘生命历史’，重建故事的 ‘原型’或

其最初的假设形态。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种假

设：复杂的民间故事都有共时、同地点的单一起

源 （而非多元的），然后它的发源地自动扩散，从

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移民

来传播之。”“尽管运用历史 B 地理学派方法的

学者们从未能够确定无疑地指出某个故事的起

源地，但他们认为印度有可能是最重要的故事

扩散中心。”! "5 $（%""1 B ""8）中国故事学家的观点则更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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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全面：“历史 & 地理学派的方法强调搜

求大量异文，在进行分析比较又十分重视相关

历史地理因素的考察，尽管操作方法过于琐细，

构拟原型时往往难以避免主观附会性，但他们

所作的考察与推论仍以基础坚实受人称道。由

于他们重在探索情节型式的生活史，对那些有

血有肉的故事文本所涵盖的生活思想内容、叙

事美学特征，以及同传承者之间的联系等便较

少涉及，这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有待学人改

进。”’ () *（+!,）

各地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的确有一个共同的

源头，季羡林先生在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

言和童话》一文中指出：“不论中间隔着多大的

距离，只要两个国家都有同样的一个故事，我们

就要承认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来源。”“我们虽然

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印

度，倘若说它们大部分的老家是在印度，是一点

也不勉强的。”’ !" *（+!%# & !%-）譬如，《一千零一夜》在

成书过程中曾吸收了不少古代印度的传说故

事，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译成汉、

藏文，佛经中的许多故事也随之传入中国，有些

阿拉伯故事与中国记载的许多故事颇多相似，

很可能脱胎于同一母体，或源于同一国度。但

是，我们不能将这一现象扩大化，相似并不都意

味着同源；相似是民间故事类型化的突出表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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