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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由陈烁所著，《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取
得的学术成绩是多方面的，比如，把敦煌民间仪式与敦煌文学分为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论述：敦煌宗教
化俗仪式与敦煌文学、敦煌民间娱乐仪式与敦煌文学、敦煌社会民生仪式与敦煌文学、敦煌岁时民俗
仪式与敦煌文学。
通过对敦煌民俗仪式展演过程的立体探讨，来挖掘文学在其中生产、生存的过程，等于说敦煌文学的
生态学研究。
虽然在个别章节的论述还显得单薄，但《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从民间仪式人手探讨
文学，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探索新思路、开辟新方法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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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烁，1974年9月生，甘肃临洮人。
2011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词汇及敦煌文学文献，在《贵州民族研究
》、《西北师大学报》、《甘肃社会科学》、《东亚人文学》（韩国）等刊物上发表《“约定俗成”
和“音近义通”说思辨》、《敦煌遗书中的“唱导”仪式与唱导文之关系探微》、《敦煌婚礼仪式与
敦煌婚俗文》等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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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本课题的研究理论 二目前国内外对本课题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三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重难
点及拟解决的问题 四本课题研究的价值 第一章敦煌民间仪式与敦煌文学概说 第一节敦煌民间仪式述
略 第二节敦煌民间仪式与敦煌文学关系概说 一仪式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概述 二敦煌文学在敦煌民间仪
式中的传播 三敦煌“杂选”抄本与敦煌民间仪式 第二章敦煌宗教化俗仪式与敦煌文学 第一节“唱导
”仪式与唱导文 一敦煌唱导文渊源考述 二唱导文的仪式背景及其演变 三敦煌唱导文与相关仪式之关
系 第二节“俗讲”仪式与讲经文 一敦煌讲经文篇目与内容考述 二“俗讲”仪式与讲经文 第三节“转
变”仪式与变文 一敦煌变文篇目与内容考述 二“转变”仪式 三“转变”仪式与变文 第三章敦煌民间
娱乐仪式与敦煌文学 第一节“讲诵”、“论议”仪式与敦煌俗赋 一敦煌俗赋写卷考述 二“讲诵”、
“论议”仪式 三“讲诵”、“论议”仪式与敦煌俗赋 第二节“说话”破式与敦煌话本小说 一敦煌话
本小说 二敦煌“说话”仪式 三敦煌“说话”仪式与敦煌话本小说 第三节“燕乐”仪式与敦煌曲子词 
一敦煌曲子词 二敦煌燕乐仪式 三燕乐仪式与敦煌曲子词之关系 第四章敦煌社会民生仪式与敦煌文学 
第一节婚礼仪式与婚俗文 一敦煌的婚俗文 二敦煌的婚礼仪式 三敦煌婚礼仪式和婚俗文之关系 第二节
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 一敦煌丧葬仪式及其文化背景 二敦煌丧俗文及其应用状况考述 三敦煌丧俗文
与丧葬仪式之关系 第三节建宅仪式与《儿郎伟·上梁文》等建宅文 一敦煌写本宅经类文献及《儿郎
伟·上梁文》等 二敦煌的建宅仪式 三敦煌建宅仪式与相关文学 第五章敦煌岁时民俗仪式与敦煌文学 
第一节农耕文化节日仪式与敦煌文学 一敦煌节气诗及其仪式文化背景 二寒食节墓祭仪式与相关诗文 
三七夕“乞巧”仪式与七夕诗词 第二节岁时佛俗仪式与佛事斋文 一正月四门结坛仪式与结坛文 二“
二八”行像仪式与行城文 三七月盂兰盆节与礼佛斋愿文 第三节岁末驱傩仪式与驱傩文 一敦煌驱傩词
述略 二敦煌驱傩词所反映之驱傩仪式 三敦煌民间驱傩仪式与驱傩词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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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于是，在唐代，无论是民间村落还是宫廷、寺院，说话艺术都已经比前朝迈进一步
，开始风靡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口传心授的口头文学便有了两种趋向：（1）讲话艺人或徒弟记录下来，便于备
忘、研习和师徒授受。
它被写下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职业，为了实用。
所以，初期的话本，并不是书面的著述，而只是说话人所说故事的书面记录。
（2）被文人抄录后进行润色加工，刻印出来以供案头阅读。
说话艺术在不断发展，听众的水平在不断提升，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他们除了听之外，
还要求经常接触，深刻玩味，于是，那种“书面记录”便被大家辗转传抄，加之文人的参与以及印刷
条件逐步改善，话本小说就此产生。
只是由于抄录及整理情况不同，有的写本本身明示为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比
较多的则是缺头少尾的残卷，不得不由校订者来判断。
按照向达的说法：“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
变文云云，只是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
”我以为这样解说比较合乎情理。
变文和话本一样都是说唱用的底本，两者之间之所以混称不易分辨，正说明了早期的说话与俗讲并不
如今人所说的判若泾渭、互不相干的。
再者，“说话”伎艺本身是有竞争性的，说话艺人都有着自己的师承家数，因此，尽管是同一素材的
故事，不同的说话人却凭借自己的阅历才智，各运匠心，各逞其才，根据不同听众的心理随时生发。
“民间故事，不论谁讲，常不是定型的，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丰富着，同一个人讲故事，
此时此地对此人讲和彼时彼地对彼人讲，讲法总不尽相同。
每次我们听到的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丰富多彩的生活历史的一个瞬间。
”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在敦煌遗书中有好几个写卷，且写卷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的事实。
如《季布诗咏》有两个抄卷， 《百鸟名》有三个抄卷，《季布骂阵词文》竟然多达十个抄卷。
由此，我们也可以臆测诸如《韩擒虎话本》、《唐太宗人冥记》等故事也应该有多个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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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即从敦煌文献及图像记载的各种民间仪式入手，阐释不同种
类的仪式及其文化内涵，重点探讨敦煌民间仪式与敦煌文学的互动互渗关系，从而揭示敦煌文学的形
态、起源、流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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