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有些些民民间间故故事事
说说不不定定哪哪会会儿儿就就消消失失了了
要用现代传播让它“活下去”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民间故事
难敌西方童话

如今我们接触更多的是西
方大片和动画片，很多孩子对
灰姑娘、白雪公主、丑小鸭、美
人鱼的故事烂熟于心，却不知
道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牛郎织
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
台”“白蛇传”的故事情节。记者
了解到，孩子们除了从课本上
了解一些民间传说，很少有人
主动去关注这些故事，他们的
注意力几乎被国外动漫和迪士
尼动画片、网络小说等流行文
化所吸引。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青少
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
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
只有一个“孙悟空”,受调查者
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民间
故事人物知之甚少。调查结果
认为，中华民间故事在当代生
活中已严重失落。

即便是希望孩子多了解传
统故事的父母，也往往在孩子
那里碰壁。有家长称，听过“孔
融让梨”的故事后，孩子不仅不
让梨，还要自己先挑大的。给孩
子讲“黄香扇枕温衾”的孝道故
事，孩子听后反而问：黄香是傻
子吗？不是有暖气、电扇吗？为
什么要这么做？

在民间故事口头传承的农
村，讲和听的人就更少了。据媒
体报道，近年来随着能讲述
1000多个民间故事、被誉为“东
方的天方夜谭”的民间故事家
谭振山等的纷纷离世，一些口
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也失去了讲
述色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万建中接受采访时分析称，
“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快，环境
变化太剧烈，人们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传统的民间故事逐
渐失去了它原有的讲述环境和
条件。”

民间故事真的过时了吗？
难道它们只能作为简单的几个
字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我们只能看着国外的童话
故事和动画形象充斥孩子的生
活和头脑？

民间故事的“精气神”
仍不过时

我国非遗保护名录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民间文学，包括民
间神话、传说等，但这仅是民间
故事中非常知名的部分，更多
的口头民间故事早被冷落了。
据了解，2014年完成的“中国口
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一
期）”中，收录神话8085篇、传说
111666篇、民间故事160373篇，
可见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学多么
丰富。

其实，民间传说和故事中
蕴藏着丰富的养分，像大家耳
熟能详的鲁班传说、孟母三迁、
木兰传说、杨家将传说等，就承
载着现在都不过时的传统美
德，及对真善美的追求。尤其是
鲁班传说所传递的职业精神，
更是与当下提倡的“工匠精神”
相契合。且不说阿凡提这类喜
剧故事，即便是梁祝这样的悲
剧，说的也是对爱情的忠贞，是
正面的。

在山东流传的“鸡黍之约”
传递的是诚信精神，“肥桃传说”
传递的是孝道，它们至今仍感染
着当地的人们。“程门立雪”“白
头翁”“愚公移山”“八仙过海”

“神女峰”等民间故事，更是承载
了诚实、勤奋等传统美德。很多
民间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就
是因为其所传递的传统文化中
的“精气神”，正是我们所缺乏或
不懈追求的。

民间文学保护专家、文学
批评家刘锡诚认为：“民间故事
是经过千百年的反复流传、补
充、锤炼，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
口头作品的，每个故事都像一
座古代文化遗址一样，其中积
淀着不同时代思想的、道德的、
民俗的、文化的因素。”

万建中认为，民间故事的现
代价值非常大。“民间故事反映
社会、生活是最广泛的，也是最
生动的，涉及方方面面，体现了
传统社会所有的道德、思想、宗
教和美学观念。我们的核心价值
观在故事中都有反映。”

用现代传播
让民间故事“活下去”

随着大众接受习惯和审美
趣味的转变，承载传统文化因
子的民间故事离我们，尤其是
孩子越来越远，大家对一些故
事中的经典形象也越来越陌
生。

民间故事最古老的传播方
式是口口相传，但当它失去原
有的讲述条件的时候，如何更
好地传承其中蕴含的精华需要
我们认真思考。

以《指环王》《哈利·波特》等
畅销小说为例，它们都吸纳了西
方的神话资源，并进行了充分利
用，让传统故事焕发了生命力。
在日本，民间故事一直是漫画的
素材，如“浦岛太郎”“猿蟹合战”

“桃太郎”等。宫崎骏的知名影片
《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也都
取材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万

建中认为，当代文学艺术没有很
好地利用传统的民间故事宝库，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吸纳口
头传承方面意识不强。传统故事
的推广更多集中于民间故事汇
编，上世纪中后期流行的小人书
和连环画都已消失。如今出现的
国内民间故事绘本远远少于国
外故事绘本，且有的绘本粗糙无
创意，文字老套,画风保守,说教
生硬,只能算是图文书，离有趣、
有益、有智慧很远。

在民间故事的影视化方
面则做得更少，远不及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孩子们还
能看到《哪吒闹海》《火焰山》

《小鲤鱼跳龙门》《猴子捞月》
《神笔马良》《阿凡提的故事》
等经典动画片，而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日本动漫全面入侵之
后，我们的荧屏不是被引进动
漫霸占，就是喜羊羊和熊大熊
二等搞笑形象霸屏。至于电
影，除了孙悟空外，孩子们看
的几乎都是迪士尼、好莱坞动
画大片。

如今，国家已认识到了民
间故事影视化推广的重要性。
最近中宣部等部门正在组织实
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工程，对盘古开天、牛郎织女、
精卫填海等民间故事进行再创
作，让这些故事里的经典形象
重新立起来，以保护和传承民
间故事，发挥其教育作用。

有学者称，很多传统民间
故事的远去，是因其表达方式
和思维观念与现代社会有所脱
节。“让民间故事活起来，为现
代人所接受和喜爱，不管是绘
本还是影视，最有价值的是抓
住其‘精气神’，用现代传播方
式让故事回到生活中，传统的
生命力就在生活中，离开生活
传统就死了。”

让您

精神健康身体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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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
产融入现代生活。从6月中旬开始，如何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活下去”成为大家探讨的
热点话题。其中很多业内人士将目光聚焦到
了民间故事的“精气神”上。

当下，日本动漫、好莱坞大片、迪士尼动
画攻城略地，充斥着孩子们的感官,我们那
些曾感动了一代代人的民间故事却在主流
文化消费中难觅身影。

如今孩子们只认识白雪公主、小红帽等
西方童话人物，却不知道自己的鲁班、孔融
和“八仙”。为此，不少专家呼吁打捞、推广民
间故事的“精气神”，让孩子们也有自己的

“玩伴”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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