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叙事的表演 (下 )

— 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

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

今杨利慧①

3 月 2 2 日下午
,

我们去太昊陵里做调查
。

我们向几位前来进香的香

客和一位在太昊陵里卖泥泥狗的中年男 子询问女蜗伏羲的神话传说以及

有关的信仰习俗
。

他们也能说一些有关的神话
,

但都比较片段
、

散乱
。

我

们遇到的第一位比较重要的神话讲述者是王东莲
,

一位正在小车旁卖地

方小吃的农民
,

女
,

58 岁
,

淮阳东关人
。

当时已经过了 当天庙会的高峰时

间
,

虽然庙内还有不少人
,

但 已经有一些人在陆陆续续准备回家了
。

我们

选择她来做资料提供人
,

主要是因 为她 当时正 闲着 (生意并不忙碌 )
,

而

且地点 比较固定 (不象一些香客那样走来走去 )
,

便于攀谈
。

另 外
,

她 的

岁数也 比较大了
,

我们想她也许知道一些 人祖庙 的传说或者伏羲女蜗 的

神话
。

我们先问她知不知道人祖庙的来历
。

于是她给我们讲 了一个朱元璋

受到人祖伏羲佑护
、

因而逃过了追兵追杀
、

即位后重修了人祖庙的传说
。

讲述还算流畅
,

细节也具体生动
,

不过也常有她叙述不清楚 的地方
,

每到

这时候她就用含糊的语句带过去
,

以语音 的连续来弥补叙事内容的欠缺

和叙述过程的断裂
。

这一个讲述特点和技巧在后来她讲述兄妹婚神话时

更加明显
。

她在给我们这一行 4 个显然是
“

外地来的读书人
”

讲故事时
,

不一会

就围上来许多当地的香客
,

多是站着听的
,

当我们问她一些问题时
,

有不

少人帮着回答
,

讲述过程中也有人对她的讲述技巧和对神话内容的把握

表示质疑
,

从而协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
、

流动的
、

互动的讲述与交流活动
,

①杨利慧
,

女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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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了讲述者的表演叙事策略和最终的文本形成
。

听她讲完朱元璋与人祖庙的传说后
,

我随即问她知道不知道人祖爷

和人祖奶奶的故事 ( 当地有一些人称女蜗为
“

人祖奶奶
” ,

我看到的一些

其他资料中也有这么称女蜗的 )
。

她客气 了一翻之后
,

给我们讲了一个

女蜗兄妹结亲
、

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
。

以下是她讲述的文本
: ①

杨利 慧 ( 以下简称杨 )
:

您就说
“

天塌地陷
”

那会儿的事
。

王东莲 ( 以下简称王 )
: 〔笑〕 :

那可就早 了
。

陈江风 ( 以 下简称陈 )
:

那就讲那个早的
。

王 〔大笑〕 :

讲不好
。

杨
:

没事儿
。

您刚 才讲的 那个故事多好啊
。

陈
:
刚 才讲的 两个故事都很好

。

张振犁 ( 以下 简称张 )
:

你要是讲 的 多 了
,

我们专 门给你组织 个

座谈会儿
。

王 〔笑 〕:

那不 中
。

咱这又没有文化
,

又没有水平的
。

那 不 中
。

张
:

就是找那没文化的
。

( 录音 中断 )

杨
:

没事儿
。

王
:

这不是访问这 么 回事吗 ?

陈
、

杨
:

就是
。

王
:

〔开始讲述 〕这个 龟咧 {… … }

听众一
:

这在录象呢
。

( 其实我们是拿 着两个录音机在录音
。

)

王
:

〔笑 〕讲着玩呢嘛
,

这不是
。

杨
:

噢
,

就是
,

讲故事玩呢
。

王
:

这就是说这 个—
一 一 龟

。

天塌 {… … }天塌地陷 的 时候
,

① 口头文本的誊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根据分析目的的不同
,

文本的誊写可以呈

现不同的形式
。

本文的文本誊写参考了民族志诗学 ( E ht no po et i cs ) 的理论与实践
,

是

为了尽可能充分展示出特定语境下神话讲述的动态过程及其互动交流
,

没有语句上

的增加
、

删减或者修正
,

尽量保持其口语和方言特点
。

为在书写语言中体现口头性的

特点
,

这里采用了一些符号
:
黑体

:

表示讲述人的强调 ;
} }

:

表示虽然在口头叙事中没

有说但是按照故事逻辑应该有的内容 ;[ 〕
:

表示讲述人或听众的表情或动作等 ;

一
一 :

表示打断
、

插话 ; 二 :

表示讲述人对讲述的修正 ;
}… … }

:

表示犹豫
、

不连贯 ; - -

- 一 :

表示拖长声音 ;【… … 〕表示讲述中的省略 ; // 表示几个人同时插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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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人烟儿 了
,

对不 对 ? ( 杨
:

嗯
。

)没有人烟 儿啦
,

就有 个龟
。

这

个龟哩
,

遮到河里 了
。

咱这不是有那吗
,

有河滩 ?

— 这个要据我说

我也不相信
。

要我说我也不相信
。

(杨
:

就是说说
。

)哎
,

对 了

—
一

一 。

天塌地陷啦
,

这没有啥了
,

就有 两个学生
,

大家的 两 个学生
,

哎
,

他成天读书
。

这个 {… … }书念哩
,

卜
· ·

… } 书单上 可能有这些事
,

对

不对 ? 念到该天塌地 陷的 时候
,

他就一天拿一个镁
,

这个—
- 一 叫

龟吃 了
,

两天拿一个模
,

{也叫 龟吃 了
。

}他是姊妹俩
。

一天到晚三顿

都拿镬
,

叫龟吃
,

撂 {到 } 龟肚 = 嘴 里叫 龟吃 了
。

吃 了

—
- 一

人家

说—
一 一 这个

—
一 一 到一定的程度 了

—
一 一 这个

—
一 一 天

塌地陷 了
,

哎
,

他俩
,

他俩咋弄哎? 没有人啦
,

上学的
,

一上学
,

天塌地

陷啦
,

也没有啥啦
,

就出来一个 龟
。

哎
,

还在那里 ! 它 当 时吃完摸就

没有啦
。

叫龟巫工匕卫丝叁他姊妹俩
。

驮住他姊妹俩的 时候咧
,

叫他姊

妹俩渡过来
。

渡过来以后咧
,

人家说 }… … }据说卜
· ·

… }那我也是听

故事听人家讲的
,

说这个龟叫摸鱼且丝里生
止 那是假的 吧? (哈哈大

笑 )街到肚里啦
,

反正这两个学生基本饿不住
。

这个龟
,

一天也吐出

来一个
,

两天也吐出来一个
,

慢慢 儿吐 出来
,

叫他 {姊妹俩 }吃
。

哎
,

就这样
。

这没有人咋弄哎? 这过了几年啦… … 反正
,

天呢
,

也没有 了 ;
地

,

也陷 了
; }到处 }成 水 了 ; 没有啥啦

。

这咋 办 咧 ? 没有 办法
。

他说
。

人家说是 1… … }到多少 时候呢 {… … }我 听说 卜
· ·

… }这个

—
一 一

天卜
· ·

… }长严 了
,

地下咧有点草 了
,

有点草坷拉啥 东西啦
,

他俩个就

1从 }龟肚里 { 出来 了 }
。

就龟 肚里啦

—
。

}在里 面 呆 了 }三年吗

… …也不知道是 多少… …这个 不详细
。

天咧
,

这个天

— 主兰互鱼二
家说没有长严

,

( 杨
:

东北角
。

) 东北角
。

冷啊—
- 一 。

反正这也算

有点结果啊
,

哎
。

( 陈
、

杨
:

笑 ) 东北 咧
,

人家说
,

东北冷
,

东北咧是掌

( 杨按
:
用 )冰凌茬住的

。

女娟啊
,

掌冰凌茬住的
,

所以 东北冷
。

陈
:

女娟 掌冰凌茬住的 ?

王
:

哎
。

/ / 张玉芝 ( 老太太
,

82 岁 )
: 舌J东北风冷

,

不 舌」东北风也不冷
。

/ / 听众三 ( 老太太 )
: 舌d东北风

—
刀听众四 (老太太 )

:

你别吭气儿啊
,

他在录象哩
二 录音哩

。

/ / 听众三
:

怎 么 不让吭气儿呢 ?

/ / 张玉芝
:

他在录音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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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

( 时张玉芝 )你老人家来讲吧 ?[ 陈
、

杨
:

笑
。

」中不 中 ?

/ / 听众四
:

她讲的比你讲的详细
。

杨
:

您说完
。

王
:

那可能
。

她— 她—
可以

。

张
、

杨
:

您先讲
。

王
:

我这是胡说
。

张
:

还可以
。

杨
:

(提醒地 )女娟
,

哎—王
:

哎— 这 个—
一刮 东北风就冷

,

不利 东北风为啥冷哎
,

对

不对? “

女娟茬天
”

嘛
,

人家说是
。

( 杨
:

女娟茬天?) 王
:

哎—
。

杨
:

女娟就是那两个学生中间的一个 ?

王
:

哎—
,

对了
。

/ / 听众
:

— 他姊妹俩
。

杨
:

就是人祖爷和人祖奶奶吗 ?

王
:

哎
。

人祖姑娘
,

不能说
“

些鱼竺立
” ,

人祖爷就没有结亲
。

/ / 张玉芝
:

根本都没有结亲
。

吴效群 ( 以下简称吴 )
:

那没有结亲 怎 么会有的人呢?

王
:

你听啊
。

对啊
。

他 {姊妹俩 }上到一座 山上
,

人家说 }… … }

这没有啥 了
,

怎 么 办呢 ? 姊妹俩不管 ( 杨按
:

不 能 ) 结亲
,

姊妹俩咋结

亲呢
,

是不是 ? 山上人家说有一盘磨
,

有一盘磨咧
,

这个山底下咧插

几根草
。

哎
。

这个磨咧他 两个 {… … }姊妹俩不 管成亲
,

( 陈
: 一 一 一

啥草哎 ?) 草
,

就是草
。

他两个拜卜
· ·

… }是不是
,

要播草… …

刀听众五 ( 中年男子 )
: 一 一 一

插草为 香
。

王
:

哎—
,

对
,

插草为香
。

现在典礼结婚
,

啥也不要
。

过去那磕

头
,

可得要香
,

黄香
,

哎
,

白 头 到 老
。

他这 个意思也是 {这个 }
。

一盘

磨往底下推
,

合住 {就结亲 } ; 一盘磨要是散了
,

往 两边分 了 的 话
,

它

就是为媒人的意思
,

咱姊妹俩就还是姊妹俩
;
要是一盘磨推下去合一

块
,

那咱姊妹俩就成夫妻
。

推下去这盘磨
,

那有不散的时候 ? 那 它就

没有散
。

( 杨
:

没有散?) 哎
。

/ / 张玉芝
: 一 一 一

哎
,

就是散啦
,

他才 没有成两 口子哩
。

王
:

散啦 ? 没有散
。

就是一盘磨推 下去了
,

它没有散
。

那你不能

那样说
,

对不 对?

杨
:

您先说完
,

一会我们再找这位老 1… … }老 {… … }奶奶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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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她那里还有说法
。

王
:
因为啥咧 ?山 下面有裸树

,

(磨被 )档在树上 了
,

就是这样它

没有散
。

/ / 听众三
:

人祖爷的时候
,

天塌地陷的 时候
,

谁知道那时候 !

杨
:

没有散 ?

王
:

没有散
。

杨
:

没有散以后 又怎 么样呢 ? 就成亲啦 ?

王
:

哎
,

就成亲 了
。

人 家说 {… … }这个

—
一 一 泥泥狗你知道

吧 ? 过去人家说 {… … }他姊妹俩咋说的 ? 他说
: “
咱俩捏泥人儿

。 ”

一捏泥人儿
,

就硒吧
,

整天晒 整天晒
。

瞎子

—
瘸子

— 啥东西
,

天

下雨 了
,

扫的
,

腿捣掉的
,

扫掉的
,

是不 是
,

瓮的
。

这个人
,

你请搓
,

再

洗
,

你洗得再千净
,

你 紧搓
,

它 有泥
,

有灰
。

对不 对 ? ( 杨
:

哎
,

对 ! )

( 听众都 笑 了
。

) 慢慢地
,

这都是
。

那慢慢儿地都 来 的
。

那大级 ( ?)

{… … }
,

是不是 ? 那猿猴 {… … }
,

是不 是 ? 过去人家说
,

猿猴没有那

个啥? ( 杨
:

喉结
。

) 对
,

喉结
,

说 {是 }不会说话
〕

( 笑 ) 这我也是听人

家说
,

讲讲
。

杨
:

啊
,

挺有意 思的
。

那他们俩还是成亲 了嘛?

王
:

哎
,

成亲 了
。

那能说啥其他的 ? 是不是 ? 比如说捏泥人
。

人

现在也是这个意思
。

搓搓身上有灰
,

有泥
。

/ / 陈
: 一 一 一 俩人一块儿捏的 ?

王
:

哎—
。

你 就看吧
,

你 出 汗 了
,

一搓 身上保 险有 灰
,

有灰蛋

儿
。

陈
:

那她叫人祖姑娘啥意思 ?

王
:

嗯 ?

陈
:
为啥叫她人祖姑娘 ?

王
:

看看
,

他姊妹俩都不 好意 思 ( 杨
:
不好意思 ?) 好意思不好

意思 ? ( 杨
:
不好意思

。

) 到 一百 万年还是人祖姑娘
〔

对不对 ?

王东莲显然很愿意 向我们几个
“

外地来的知识分子
”

展示她所掌握

的传统地方知识
,

对我们的询问反应积极
,

配合也很主动
。

兄妹婚神话在

这里成为她用 以与我们进行交流的重要文化资源
,

这是她将兄妹婚神话

的传统知识
“

再语境化
”

(
r

ec on t ex t ua h ez ) 的主要原 因
。

她讲述的这则伏

羲女蜗 的兄妹婚神话大体完整
,

基本是中原一带汉 民族中 比较常见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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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婚神话类型
。

故事中主要的母题
,

例如天塌地陷
、

世界毁灭
;
兄妹始祖

劫后余生
;
滚磨 卜婚

;
兄妹始祖血亲婚配并再传人类等

,

都出现了
。

只是

其中粘连上了补天母题
,

而且
,

与兄妹婚神话的常见叙述类型相比
,

其中

兄妹结婚后传衍人类的方式变成 了中原一带 比较普遍流行的兄妹捏制泥

人① (而不是生育了正常胎儿或者怪胎 )
。

兄妹始祖血亲婚姻缔结之后再传人类的方式
,

是兄妹婚神话中特别

受到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

如上所述
,

在兄妹婚神话中
,

最为常见的

繁衍人类的方式是夫妻生育 了正常或异常的胎儿 (如肉球
、

葫芦
、

磨刀石

等 )
,

传衍了新的人类 (切碎或者打开怪胎
,

怪胎变成人类或者从怪胎 中

走出人类 )
。

但是
,

在一些汉 民族中
,

尤其是在中原一带
,

兄妹血缘婚姻

缔结之后
,

繁衍人类的方式有时变成了捏制泥人
。

这在故事 自身发展的

逻辑上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的
。

因为在神话讲述中
,

兄妹之所以血亲乱

伦
,

是为了不得不在大灾难后没有人烟的情形下重新繁衍人类
。

可是在

许多这一类神话中
,

兄妹结婚后
,

这一动机似乎被忘记
,

中间也缺乏必要

的交代
,

而直接代之以捏泥人的方式造人
,

因而造成了故事前后叙事逻辑

上的矛盾
。

[ ’ 9狄 P

102) 这一矛盾出现的原因
,

有学者认为
,

这是由于女蜗神话

在北方的长期强大影响
,

因而在她被拉去充当兄妹婚神话的女主角时
,

她

原有的传土造人的显赫功绩无法被摸煞
,

于是一 同被组合进兄妹婚神话

中
,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故事原有的情节结构
,

所以神话中就 出现了兄

妹结婚后传土造人的说法
,

有时甚至出现 了女蜗既生育人类又捏制泥人

的奇特局面
。
〔’ 9狄 P

102) ②在王东莲讲述的兄妹婚神话中
,

还同时粘合了女娟

补天的神话母题
,

更可以证明女蜗神话与兄妹婚神话的粘合以及这一粘

合对兄妹婚神话原有叙事传统的影响
。

除此而外
,

与本文的论述特别相

关的另一种意见
,

是有学者认为
,

这一类兄妹以神 占 ( 滚磨
、

追赶
、

觅藏
、

询问 ) 方式表示对血缘婚姻的疑虑
、

结婚后兄妹也并不同 床
、

避开性的关

系
、

而以捏泥人解决传衍后代问题的神话
,

表现了
“

极强烈地反血缘婚态

度
” , “

是在长期传承的过程中
,

受了后起的族外婚
、

封建时代森严的婚姻

制度及其伦理观念 (
`

同姓不婚
’

) 等的影响
,

而使它 ( 指兄妹婚神话—引者按 ) 的面貌
、

性质起到了或小或大变化的结果
。 ” 〔” 〕 (吧

, 一

230) 也就是说
,

①参见前引张振犁
、

程健君编
:

《中原神话专题资料》
。

②另参见鹿忆鹿
:

《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
:

从苗
、

瑶
、

彝谈起》
,

《中国神话与传说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

汉学研究中心 199 6)
,

下
,

页 4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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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血缘婚姻缔结后反而以捏泥人方式重新繁衍人类
,

这是兄妹婚神话

受到后世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异
,

其中显示 了极强

烈的反对血缘婚姻的态度
。

从王东莲对于兄妹血缘婚姻的态度来看
,

这

一见解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
。

王东莲在讲述中
,

特别是在故事前半部分

有关
“

天塌地陷
,

世界毁灭
” 、

兄妹逃生
、

女蜗补天的情节叙事中
,

对于兄

妹血亲乱伦都是强烈否定的
,

她 (也包括其他好几位听众 )一再声明女蜗

不能叫
“

人祖奶奶
” ,

而要称
“

人祖姑娘
” ,

旗帜鲜明地认定
“

人祖爷就没有

结亲
” , “

姊妹俩就不管结亲
,

姊妹俩咋结亲呢
,

对不对? ”

即使在后半部分

述及兄妹结婚
、

捏制泥人
、

再传人类的情节后
,

她依然不顾 自己叙述上的

前后矛盾 (前面声明兄妹俩没有
、

也不能结亲
,

而后面兄妹俩又结 了亲 )
,

坚持对女蜗要称
“

人祖姑娘
” ,

因 为
,

按 照她的解释
,

虽然她与哥哥结婚

了
,

但是她觉得羞耻
、 “

不好意思
” 。

在紧随其后发生的第二位讲述人张

玉芝老人的讲述中
,

兄妹婚神话依然与传土造人神话粘连在一起
,

而且对

于兄妹血亲乱伦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

不过两人对神话因为粘连和变异

而引起的故事发展逻辑上的矛盾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

这一点
,

我们下

面将详细讨论
。

从王东莲的讲述情形以及她对其他地方 口头传统的把握来看
,

她应

该 算 得 上 是 一 位
“

传 统 的 积 极 承 载 者
”

( ac ivt
e c a币

e r
of t ar id

-

iot
n )

,

[” 〕` 46P
一 47 ) 因为她好听故事

,

也好讲故事
,

而且记性很好
,

也注意吸收

别人的素材
。

用她 自己的话讲
, “

我这个人爱听小故事
” , “

我喜欢听
。

你

像戏啦啥啦
,

我听没几句我都 ( 就 )会
” , “

我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

人家说

啥我都听
,

这人家记者说我也听
,

您要是来访问—
有外边来访问的话

,

我听 ( 了 )记着也讲
,

他讲我学会了
” , “

你要讲这讲那
,

讲三天三夜我也讲

不完
” 。

她在讲述用 了多种
“

交流手段
”

(
。 o m m u n i

e a t i
v e m e a n s

) 来标记

(
5
1邵 al e d ) 和标定 ( k e y e d ) 其表演 的框架 ( p

e

for mr
a n e e fr a m e

)①
。

首先是

“

表演的否认
”

( d i
s e l a im e r o f p

e

for mr
a n e e

)
,

也就是表演者否认 自己的交际

①表演的框架
,

按照鲍曼的论述
,

具有这样的意义
:

包括表演在内的一切框架的

构建
,

都是通过运用文化上被惯例化的中介交流 ( m et ac
o m m un ica it on ) 来完成的

。

用

经验性的术语来说
,

这意味着每一个言语共同体 ( sP ee hc co m m un it y )
,

都会用一些在

文化上惯例化的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一些方式
,

运用其资源中的一套有结构的
、

特殊

的交流手段
,

来标定表演的框架
,

从而使该框架中发生的所有交流
,

在该共同体内被

理解为表演
。

参见 v
e ht al A rt as eP for mr an ce

,

p
.

16
.

该章的中文翻译可参考翟胜德

译 《对表演的设定 》
,

《民族文学研究》20《X)年增刊
。

2 4 4



能力
、

声明自己不愿意对听众承担有展示 自己 的交际能力和交际有效性

的责任
,

这一手段在一些地方的民族文化中成为标定某些民间叙事文类

的重要表演手段
。

26[]
”̀
叫 她在应我们的要求开始讲述神话之前的客气话

,

,’1 我 }讲不好
” , “

咱这又没有文化
,

又没 有水平的
” ,

既是一种谦虚—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

,

谦虚一向被视为美德
,

—
同时也以否认表演的

方式
,

标志着其表演的开始
。

这种方式表面上是对自己 的讲述和交际能

力的否定
,

— 后面紧跟着的神话讲述表明她具备一定的讲述神话的知

识和能力—
,

但实际上
,

这样的否认并非与承担展示能力的责任不相符

合
,

而恰恰是对规则和礼仪准则的让步
, “

在这些规则 和礼仪面前
,

自以

为是的做法是受到贬低的
。

在这样的情形下
,

否认表演既能够作为一种

道德姿态
,

来抵消表演时对表演者的高度关注
,

同时也是对于表演 自身的

一种设定
。 ’ ,

圈
(四

一

22) 用这样的否认表演的交际手段
,

表演者实际上也是

想在陌生的外来人和其他听众面前
,

免除 自己全面承担展示 自己的交流

能力和交流有效性的责任
。

王东莲在受到听众张玉芝对她讲述的
“

东北

角是女蜗掌 (用 )冰茬上 的
,

所以一刮东北风就冷
”

的质疑时
,

也用
“

我胡

说
”

来否认表演
,

表示她不愿意对听众承担有展示交际能力 和交 际有效

性的责任
,

以减免听众对她的表演能力和表演的有效性的全面品评
。

不

过
,

否认表演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

也在表演过程中负担着不同的功

能
。

王东莲后来的讲述
,

表明她的否认表演有一定的现实因 由
:

在讲述伏

羲女蜗兄妹婚神话的时候
,

她缺乏充分的相关传统知识和叙事能力
。

例

如她的讲述中
,

有不少地方片段
,

细节不甚清楚 ( 例如对龟的描述
、

兄妹

在龟肚子里呆了多久
、

插草为香
、

兄妹成亲和捏泥人的关系
、

猿猴和新生

人类的关系等等 )
,

特别在伏羲女蜗是否成亲的情节上
,

她的前后表述存

在明显的矛盾
。

其次是
“

求助于传统
” ,

也就是将过去 的经验和惯例 当作参考的标

准
,

在传统取向的社会中
,

这也是设定表演的一种方式
,

一种标志着承担

合乎体统地进行交际行为的责任 的方式
。
〔哟叫 王东莲在讲述中特别爱

说
, “

人家说
” , “

过去人家说
” , “

那我也是听故事听人家讲的
”

等等
。

这

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叙事与过去 的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

或者说是
“

沿袭

因循
”
了某种传统

,

因而增加其叙述的权威性
,

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传统的

力量
,

避免听众完全将 自己的表演能力和交际有效性视为唯一品评的对

象
。

此外
,

王东莲的讲述还用 了许多其他的交际策略作为表演的标记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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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特殊的套语 (
“

天塌地陷的时候 … …
” , “

你知道吗 ? ”

)
,

特殊 的副语言

特征 ( p a r a l i n g u i s t i e fe a tu re
s ,

例如声音的长短和高低
、

语调
、

强调语气等 )
、

平行关系 ( aP ar lle ils m
,

例如
“

天呢
,

也没有了
;
地

,

也陷了
; {到处 }成水了

;

没有啥啦
” ; “

瞎子

— 瘸子—
啥东西

,

天下雨 了
,

扫的
,

腿捣掉的
,

扫掉

的
”

)
,

如此等等
。

这一个讲述神话的过程显然是 由讲述者
、

研究者和其他听众共同参

与
、

互动协作而构成的
,

讲述人关于兄妹婚神话的传统知识也在这一动态

的
、

互动协作的交流过程 中被具体化
,

并最终构成 了一个
“

特定
”

的神话

文本
。

在外来的研究者 的要求下王东莲开始讲述伏羲女蜗兄妹婚的神

话
,

但是在故事进行到一半时
,

几个年龄更大
、

甚 至更会讲 ( 例如被其他

听众评价为
“

她讲得比你讲得详细
”

的张玉芝
。

张后来讲述的情形也证

明 了她的讲述 比王东莲具有更强的表演性 ) 的听众对她讲的
“

女蜗用冰

补了天
,

所以一刮东北风就冷
”

的释源性解释表示不赞 同 (
“

刮东北风冷
,

不刮东北风也不冷
”
)

,

打断了她讲述的思路
,

话题被岔开去
,

她的故事表

演似乎就到此为止了
。

后来是在研究者 ( 掌握 了大量神话资料
,

因 而知

晓这一类型神话的普遍模式 )有 目的
、

有针对性的追问下
,

她才接着完成

了另一半重要情节的讲述
,

即女蜗伏羲滚磨成亲的故事
。

当听众张玉芝

再一次对她讲的
“

磨没有散
,

因而兄妹成亲了
”

的传统说法表示反对 时
,

她除了更频繁地
“

求助于传统
”

(
“

过去人家说
” , “

那我也是听故事听人

家讲的
”

) 外
,

还特意在叙述中增加 了一个解释
,

解释为什么滚磨时磨没

有散开
,

以加强 自己叙事的合理性
:

磨被山下的一棵树挡住 了
,

所以没有

散
。

这一解释显然是因 为张玉芝的质疑而被临时添加到故事中去的
,

是

想从实际生活知识中寻求帮助
,

以使 自己 的讲述 能够 以
“

社会认可和社

会能够阐释的方式
”

圆满地进行下去
。

面对自己对于
“

兄妹到底是否成

亲了
”

的前后 自相矛盾的说法和研究者的一再追问
,

她也求助于实际生

活知识
,

想出了一个 比较勉强 的解释力 图 自圆其说
:

女蜗虽然结婚了
,

但

不好意思
,

所以还是叫
“

人祖姑娘
” ,

而不是
“

人祖奶奶
” 。

另外
,

她讲述的

文本中出现的
“

插草为香
” 、 “

猿猴有喉结
”

( 尽管这个细节并不清楚 )等
,

也都是由听众 (包括研究者 )提醒
、

补偿而添加
、

编织到故事 中去的
。

总

之
,

在这个特定的表演事件中
,

讲述者
、

听众和研究者怀着不 同的 目的和

知识
、

能力
,

一同参与到这个讲述过程中来
,

并积极互动
、

协商和创造
,

不

仅共同塑造了这一个神话传承和变异的时刻
,

也最终一同重新构建 了一

个特定的
、

新的神话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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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王东莲对于神话中兄妹是否成亲了 的前后矛盾

的说法
。

在故事的前半部分
,

她按照当地普遍流行的说法
,

说女蜗没有成

亲 (在场的许多听众也都参与到讲述活动中
,

声明女蜗伏羲没有结亲 )
,

所以不能叫
“

人祖奶奶
” ,

只能叫
“

人祖姑娘
” ,

但她在讲述这个神话的后

半部分时
,

还是说滚磨占 卜时
,

磨合在一起了
,

所 以最后兄妹成亲了
。

尽

管她的这一讲述受到了张玉芝等的质疑和反对
,

但是
,

从上文所述的这一

类型神话的普遍讲述模式来看
,

滚磨而磨合
、

最后兄妹成亲实际上是符合

故事的讲述传统的
,

王东莲的讲述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

只不过对于

这一类神话中反映出的血亲乱伦做法与后世 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之

间
、

兄妹血亲婚姻与捏泥造人神话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
,

她的解决能力是

有限的
,

所以 出现了她先否认兄妹结亲
、

后面又按照神话自身的讲述传统

安排兄妹结婚的自相抵捂的局面
;
兄妹婚神话与捏泥造人神话两种故事

类型也被勉强地粘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

她讲的故事 中出现了兄妹始祖

结婚后还要捏制 泥人的矛盾 )
。

由于研究者一再追 问兄妹到底是否成

亲
,

所以她求助于后世社会生活知识
,

即时地加上了一个多少有些勉强的

解释
:

兄妹成亲了
,

但不好意思
,

所 以还是叫
“

人祖姑娘
” 。

在对待这两个矛盾问题的处理上
,

张玉芝与王东莲形成了某种程度

上的对照
。

从张玉芝的神话讲述中
,

我们不仅能看到神话讲述过程中的

交流与互动
,

更可以发见富于创造力的个人如何与神话讲述传统
、

与现代

社会及其伦理道德
、

科学观念之间的协商与互动
。

张玉芝是我们紧跟着采访的第二位神话讲述人
。

她在王东莲讲述神

话的过程中只言片语的插话已充分显示出她是一位积极主动的故事讲述

者
。

因此
,

王东莲讲完伏羲女蜗的神话后
,

我们追上张玉芝 老人 (她没有

等王东莲的讲述完全结束
,

就和 自己 的几个同伴一起准备离开太昊陵了
。

她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篮子
,

里面装着进香的用品
,

还有跳担经挑舞蹈

时打节奏的竹板 )
,

请她把她知道的人祖故事讲给我们听
。

下面就是她

讲述的兄妹婚神话
:

姊妹们为啥不 成亲呢 ? 为啥不 成亲呢 ? 这就是他 {俩 }兴下 的
。

她 (杨
:

指王东莲 )讲的 不详细
。

哎
,

姊妹们不 能成 亲就是 因 为 人祖

釜里匕旦兰』 ( 杨
:

噢

—
?) 她 两 口 子 … … 为 啥哩 ? 老 鳖 不是 沉

{… … }她不是说 了 吗
,

叫 学生拿的摸吗
,

拿的摸
,

就在 它肚里哩
。

这

老鳖说啦
,

它说
: “

眼看天塌地 陷 的 时候啊
,

你来找我
。 ”
它说你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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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都搁这放着哩
,

它说待长三天四天你看天一 变
,

不一样
,

你丝竖来

找我
。

她说的天塌罢 了
,

天塌罢 了不 就叫姊妹俩漏 里头 了吗 ? 还没

有天塌的 时候哩
。

(杨
:

噢
。

)眼看天都不一样 了
,

他人家说
:

咦 变啦

天变啦赶紧哪 ! 他姊妹俩就朝外跑
,

朝着就找这个老鳖去 了
。

一到

老鳖那个地方
,

老鳖那个嘴啊—
,

张得像个延甚一样
,

簸一样
,

那大

张着
,

大得很哪
。

咱也听人家讲 的
,

老年人都是 听人 家讲 的
。

(杨
:

笑
,

嗯
。

) 大得很
,

谁也没见
,

谁见啦
,

是吧? ( 杨
:

对
。

)就这
。

老鳖说
:

“

赶紧哪
,

赶紧上肚里钻哪
,

赶紧赶紧赶紧
。 ”

他上肚里一钻
,

那两 楚

子摸都在那搁 着的
,

(刀杨
:

没吃
。

) 你看那时候 可不短啦—
一 一 ,

是吧
。

(杨
:

嗯
。

) 一到那点儿一看
,

天哪眼看就快长起来 了
,

他那姊

妹俩赶紧吧
,

… …

/ / 张的一个熟人
:

还不回去 ?

张 ( 笑 了一下 )
:

搁那叫我哩
。

我这说
一 一 一

说迷信话哩
。

杨
:

没有没有
。

这挺有意思的
。

张
:

哎它说那个卜
· ·

… }它说你姊妹俩该 出来 了
,

它说这 个摸摸

吃完
,

天天吃个模
,

天天吃个摸
,

你说这个模
,

这 个
,

一个摸也受 罪摸

呀
,

干得很啊
,

没有汤没有啥是吧
。

给他吸点水
,

喝点水 ; 不给他… …

到末了啦
,

该 出来啦
,

天长成啦
, “

赶紧
,

赶紧 出 来
,

天马 上 就要长

成
。 ”

一长
,

长 了 一大块
,

东北 角里没有长 严
,

掌那个大冰凌掇 (补 )

的
。

到末了
,

他俩咋弄哎 ? … … 那身上都沤烂肚里完啦—
没有衣

裳啦
。

该热 的 时候 出来 了
,

光个肚子
,

俩人
。

咋弄啊 ? 那树 叶子
,

俩

人够树叶
,

掌啥东西 穿啊
,

穿的
。

哎呀
,

身上穿的 净树叶子
。

护住 大

体
。

( 看见王 东莲也走过来听
,

便说 ) 听你讲 罢再叫我 录一遍
。

( 吴

效群上去
,

翻 了翻老太太篮子里的 经板 )我拿的 那
,

拿的 经板儿
。

杨
:

您先把这讲完吧
。

张
:

一会我给你打一盘经板吧
。

吴
:

行
。

张
:

搁前头
。

( 录音中断 了 几秒钟
。

)

张
:

在它肚里吧
,

这个天快长 出来啦
,

快长 出来 以后
,

咋弄哩 ? 它

说
,

就咱俩咋弄哩
,

光个肚子是吧 ? ( 杨
:

嗯
。

) 树叶子都穿
,

他也得顾

大体
,

她也得顾 大体
,

都光 着肚子啊净
,

啊
,

身披芦 衣
。

哎
,

都是那
。

到末 了啦
,

他说
,

咱 俩咋弄哩 ? 他说就这吧
:

那都 不 简 单哪
。

( 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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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

)怨一天怨一地地
,

怨罢以后
,

他说
:

能叫俺俩配夫妻
,

哎
,

这个磨

啊
,

山半拉有一对磨
,

他说
,

能叫俺俩配夫妻
,

哎
,

说个大实话
,

就叫 天

下有人
; 你要不叫俺俩配夫妻

,

这个磨啊一一
- 一
一分 两半

。

他说
:

中啊
,

咱俩
,

中啊
。

他说
,

好
。

叫这个磨啊
,

朝 那个山底下一推
,

嗯
,

两

半散啦
。

因为这
,

底下人跟他姐跟他弟弟跟他哥不管配夫妻
,

就是他

兴下 的
。

姊妹们不管配夫妻就是他俩兴下的
。

这以后 了咋弄哩? 到

以后 了
,

就是那 }
· · ,

… }两人 1… … }哎
,

山上有所庙
,

庙也兴 出来 了
,

大山高山
,

它再泄泄不到那个高山哪
。

有一所庙
。

(看见几个熟人走过来
,

问她在 干什 么
。

) 笑
,

讲着玩哩
,

搁这地

儿
。

讲老迷信的话哩
。

杨
:

( 笑 ) 不是迷信
。

挺好玩的
。

张
:

他说
,

弄那吧
,

咱俩捏泥人儿
。

哎
。

他也捏她也捏
,

他也捏她

也捏
,

他也捏她也捏
。

这个庙有神哪
,

都有神
,

多大一片
,

大家就这一

个神
,

人祖奶奶
=
人祖姑娘人祖爷他都信神

,

他爹娘都信神他也信

也 他都愿意
。

他说
,

以后啊
,

这个没有人烟
,

就俺俩
,

咋弄哩 ? 他

(说 )捏点 小泥人儿吧
。

叫那泥人儿一捏
,

你听着 了没有 ? 搬出去晒

也好
。

哎
,

下几滴子雨
,

眼看都淋湿啦
,

搬不及啦
。 “

你看看
,

叫会走

重丝王丝止二掌扫 帚扫吧
。

别扫啦
,

都一 个一个一个都拽着扫进去

了
。

这瞎瞎瘸瘸 的都是 叫扫 帚扫 的 瓮的啦—
,

这也是他 兴下 的
。

( 杨
:

笑
,

唤
。

) ( 笑 )这个讲的
。

到后来啦
,

这些人哪
,

都长起来啦
。

毛

猴 ( 杨
:

毛猴? )
,

毛猴
。

这人不像个人哪
,

就是生 出 来的 1… … }这两

个人 {… … }一成夫妻 {… … }有 男有女啊捏的
。

一成夫妻啊都是长

得 (像 )毛猴
。

你看书上不是 (说 )毛猴 变 1… … } {变人 }啊
。

住哪儿

哩 ? 就住在那 山上树林里
。

慢慢儿 变慢慢儿变慢慢儿变
,

就 变成咱

这人啦
。

没说咱这人就根本不会做活
,

这啥都是慢慢儿学 的
。

变成

人形 了
,

毛啥的都没有了
。

越生小孩越好看
,

越生小孩越好看
。

瞎瞎

瘸瘸 的
,

这都是他兴下 的
,

扫地扫地
,

眼瞎啦
;扫地扫地

,

腿病啦
。

就

这个意思
。

到 末 了
,

到 后 来啦
,

{人烟 }兴起来啦
,

哎
,

这挽亲 ( 杨
:

成

亲 ?) 咋着
,

这是孔夫子兴的
。

( 杨
:

笑
。

)后 来
,

这两 口 子结婚
,

这不 能

乱咋着吧
,

得兴个规矩啊
,

哎
,

谁家娶媳妇
,

咋着咋着 ;谁家挽亲
,

咋着

咋着
。

这都是他兴下的
。

张玉芝的讲述行为
,

是在把 自己能够讲述的同一类型神话与王东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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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生的
,

作为听众
,

同时也是一位积极的故事讲述

者
,

她对王东莲讲述的评价是
“

她讲得不详细
” ,

而她对王东莲讲述的
“

磨

散开了
” 、 “

天塌罢了姊妹俩钻到龟肚里
” 、 “

一刮东北风就冷
”

等多处的质

疑
、

批评和修正
,

表明她同时还认为王东莲 的一些讲法
“

不对
” 。

这意味

着她认为 自己具有更高的讲述能力和更权威的对神话知识的把握
。

这种

对自己的讲述水平和讲述能力的 自信
,

使得她的神话讲述从一开始就直

接进入 了
“

完全的表演
”

( fu n eP for mr an
c e

)
,

也就是说她充分意识到
、

而且

也愿意接受包括研究者和一些香客在 内的听众对其神话知识
、

讲述能力

和交际能力的品评
。

此后
,

除了个别情况外 (例 如她 中间两次声 明 自己

是在讲
“

老迷信的话
”

时 )
,

她的讲述一直保持完全表演 的状态
,

描述细致

生动
,

讲述流畅
、

自然
,

大量使用了副语言特征 (特别是通过声音 的长短
、

通过加重语气 以强调叙事重点 )
、

比喻 (
“

老鳖 的嘴啊
,

张得像个簸箕一

样
”

)
、

平行方式 (例如用好几个
“

赶紧
”

形成平行叙事
、

重复好几遍
“

他也

捏她也捏
”

等 )
、

求助 于传统 (
“

咱也 听人家讲的
,

老 年人都是听人家讲

的
”

)等等交际手段
,

来标定她 的表演框架
,

也都表明她愿意在研究者和

其他听众面前承担完全的责任 以展示 自己 的叙事技巧和交流能力
,

也期

待着观众对她的讲述和表演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
。

但是讲述中间有两次
“

表演的否认
” ,

即她在 回答熟人询问她在干什

么时
,

说自己是在讲
“

老迷信的话
” 。

这两次否认使得她的表演呈现出比

王东莲的讲述更加灵活变动的特点
,

即从完全的表演一表演的否认一完

全的表演一表演的否认一完全的表演
,

体现出其叙事表演的协商性 ( ne
-

go iat et d) 和流动性
。

这种情形正如鲍曼所指出的
,

表演并非是任何 口头

文学形式的实践
,

而是一个互动的
、

限定的展示模式或框架的活动的范围

( ar gn
e

)
,

在 口 语交流的行为 当中
,

表演的主导作用可能有 程度上的差

异
。 ! ’ `〕〔’ ,l9 ` 一 ’ 95 ’ 同时

,

她的 自认在
“

讲封建迷信
” ,

显示 了国 家权利的隐形

“

在场
” ,

显示了 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长期 以来压制 民间信仰

(包括神话在内 ) 的心有余悸
。

她对表演的否认
,

与王东莲的否认表演一

样
,

都承担着设定表演框架的功能
,

同时表明讲述者不愿意承担完全展示

自己交际能力和讲述技巧的责任
。

但是她对表演的否认
,

与王东莲 的否

认多少有些不同
,

是以 1 9 49 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官方意识形态和

国家权利对民间信仰的压制为
“

背景
”

的
,

而并非是缺乏交际能力和知识

的结果
。

用这样的方式
,

她实际上是在熟人面前
,

也在外来的研究者和其

他听众面前
,

承认 ( 至少在表面上 ) 自己
“

思想觉悟
”

的落后
,

承认 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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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的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思想
。

通过这种 自嘲式的
、

低姿态的

自我否定
,

来起到 (或者期望起到 ) 一定的自我保护的作用
。

作为同一个神话类型的讲述者
,

张玉芝与王东莲 比较起来
,

显然更具

有创造性
。

这表现在她讲述的神话中
,

与兄妹婚神话的常见讲述模式相

比
,

至少发生 了两处重大的变异
。

一处是神话中兄妹滚磨 卜婚
,

但磨散开

了
,

所以亲兄妹最后没有能够成亲
,

女蜗 因而被称做
“

人祖姑娘
” ,

最后兄

妹始祖用了捏泥人的方式来重新繁衍了人类
。

这一个改动
,

虽然与兄妹

婚神话的传统情节 (往往滚磨而磨合
、

兄妹最终成亲 )不相符合
,

但是这

一改动对故事的自身发展逻辑 以及古老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而言则

具有非 同小可的意义
:
1

、

它成功地化解了古老神话中始祖血亲乱伦的做

法与后世伦理法则
、

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
,

女蜗因此可 以顺理成章地做她

的女儿身
; 2

、

由于兄妹始祖根本没有成亲
,

所以他们采用了捏制泥人的方

式来重新传衍人类
,

这样一来
,

兄妹婚神话与传土造人神话的粘合在故事

情节发展的逻辑上也合情合理
,

无懈可击
。

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出现在神话的释源性结尾
。

按照张玉芝的说法
,

兄妹刚捏出来的人长得像毛猴
, “

以后慢慢儿变慢慢儿变才变成人形 了
,

毛啥的都没有 了
。

越生小孩越好看
,

越生小孩越好看
。 ”

在讲述人类起源

的神话中
,

有一些神话讲到了人是由猴子变来的
。

这一类神话
,

有的是古

老的
“

动物变人
”

信仰和叙事传统的延续
,

有的则是受到后世进化论的影

响而出现的新的释源性解释
。 〔” : `阴

9 一 ’ 33 )张玉芝老人虽然说她不识字
,

但她

这里将人类的起源与
“

毛猴
”

联系起来
,

几乎可以肯定
,

是受到 了进化论

的影响
,

这不仅是因为
“

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
”

的简单进化论观点随着

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 国 的广泛普及而几乎家喻户晓
、

妇孺

皆知
,

还因为在她的讲述有一个重要 的
“

中介叙事
”

( m et an a

arr it ve )
, “

你

看书上不是 (说 ) 毛猴变 {… … } {变人 }啊
。 ” “

中介叙事
”

一词
,

按照 B a 卜

b~ A
.

B ab co ck 的论述
,

是专门用在叙事表演和叙事话语 ( id
s

co ur se ) 范

畴中
,

指那些叙事中对于叙事 者
、

叙事行为和叙事本身的评论策略
,

它们

可以既作为信息 ( m e s s a g e
)

,

又作为代码 (
。 o d

e
)

。 { ’ 7 ) (脚 ) 张玉芝这里用的中

介叙事
,

一方面起着传达信息来 源
、

证明 自己 的说法的合理性的重要作

用
:

书上说人是从毛猴变来的
,

我这么说是从书上看 ( 听 )来的
,

是符合书

上的说法的
,

因而是合理的
,

权威 的
; 另一方面也起着沟通讲述者和听众

的作用
:

我知道你们几个是读书人
,

是知识分子
,

你们应该知道
,

书上说人

是从毛猴变来的
,

所以
,

我这么说是符合你们的趣味的
。

总之
,

她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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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适应进化论的观念而对神话所做的改动
,

实际上再一次消解 了传

统神话知识体系中
“

人是泥捏的
”

的观念与后世
“

科学
”

所主张的
“

人是从

猿猴演变而来的
”

之间的矛盾
,

从而使得古老的兄妹婚神话与后世的科

学人类起源论相适应
。

所以
,

张玉芝这里不仅是把她所知道的兄妹婚神

话作为文化资源
,

来与想了解这一神话的研究者和其他听众进行交流
,

也

在交流中显示 自己对神话知识和对文化传统的更权威的把握和自己的高

超讲述能力 ( 与王东莲相 比 )
,

并表达 自己对人祖的信仰
。

结 论

通过上文对兄妹婚神话的两次表演事件的民族志考察
,

我们可以看

到
:

l
、

民 间叙事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
、

超机体的文化事象和封闭的形

式体系 ( fo mr al s
ys et m )

,

它形成于讲述人把 自己掌握的有关传统文化知

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述和表演的过程中
,

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

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

因而塑造了不同的
、

各具特点的民间叙事文本
。

淮阳

人祖庙会上的两次兄妹婚神话表演事件
,

就是一个动态的
、

有许多复杂因

素 (例如信仰的
、

伦理道德的
、

科学的
、

政治的等等 )共同作用的过程
。

其

中有一些制度性因素的作用是隐形的
、

潜在的
,

例如官方社会和国家权利

对民间信仰的长期压制
; 有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是明显的

,

例如对人

祖的信仰
、

禁止血亲乱伦的伦理道德原则
、

所谓
“

科学
”

地解释人类起源

的进化论
,

等等
。

另外
,

参与表演事件的各种角色之间
,

例如讲述人与研

究者之间
、

讲述人与一般听众之间
、

第一个讲述人和第二个讲述人之间等

等
,

都充满了交流
、

互动和协商
。

这些或明或隐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
、

表

演者和参与者的互动交流等都纵横交织在一起
,

同时对神话的讲述活动

产生影响
,

从而共同塑造了特定语境下的神话表演行为
,

并最终塑造了两

个特定的神话文本
。

2
、

从兄妹婚神话的讲述与表演的民族志研究个案中
,

我们可以看到

民间叙事为何
、

如何被一次次重新置于不同的语境下加 以讲述
,

那些富有

创造力的个人如何在传承民 间叙事的同时又对它加以某种程度上的再创

造 (
r

ec on st ur ct )
,

以为他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
。

两位讲述人都是在进行

神话讲述的表演
,

兄妹婚神话对于她们而言
,

都是她们与外来的研究者及

其他一般听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资源
,

通过神话的讲述和表演
,

她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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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在与民俗学者和听众的交流互动 中
,

展示 自己的讲述才能和对传统

知识的把握
,

同时也是 以此方式传达 自己对于人祖的信仰
,

对于伦理
、

科

学
、

人类起源和宇宙特性 ( 例如为什么刮东北风就冷 ) 的认识
。

因此
,

讲

述神话成为她们表达自我
、

建构社会关系
、

达成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
。

所

以
,

神话的意义并不限于其文本内容和形式
,

它也体现在神话的社会运用

中
,

是功能
、

形式和内在涵义的有机融合
。

同时
,

我们也发现
,

讲述人的个

人创造力是有差异的
,

创造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文本变异程度 的

大小
。

第一位讲述人面对神话叙事传统与后世伦理原则和婚姻制度之间

存在的矛盾冲突
,

缺乏充分的解决矛盾的艺术能力
,

最后只好勉强地把两

种类型的神话牵连在一起
,

再求助于现代生活知识和伦理原则
,

对神话加

上一个委曲辩解的解释
。

第二位讲述者的表演则明显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和创造性
。

她的讲述不仅仅是在传承古老的
、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知识
,

而

是对古老的兄妹婚神话讲述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
,

这些改变消解了

古老神话中包含的乱伦和
“

非科学
”

问题
,

从而使古老神话与现代社会的

伦理原则
、

婚姻制度 以及
“

科学
”

的人类起源观念相适应
。

3
、

民间叙事的讲述与表演是一个充满了传承与变异
、

延续与创造
、

集

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
。

因此
,

只有把历

时性研究和在特定语境中考察传承和创造的某一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
,

把大范围里的历史
一
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

,

把静态的
、

对于作为表演结果的叙事文本的研究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

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
,

把对民 间叙事的集体性和模式性的研究与对个

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
,

我们才能比较深人地 了解民间叙事的传承和

变异的本质
,

以及其形式
、

功能
、

意义和表演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

余论
: 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探索的方向

在上述研究中
,

如果能够加深区域调查的深度
,

同时对讲述者的个人

生活史
、

资料库 ( er pe ort ier )
、

世界观
、

个性等进行进一步连续的
、

反复 的
、

长期的民族志考察
,

才能对表演 的能力 和特点进行更加深人的评价
。

另

外
,

尽管兄妹婚神话在每一次表演中的细节和母题组合都有大大小小的

差异
,

但是神话的类型和核心母题的变化很小
,

可见
,

文本也有其自身独

具的意义
。

那么
,

如何把对文本 自身 的研究与对文本 的表演结合起来研

究 ? 这也是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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