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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講唱是「講」故事或「唱」故事或「講唱」故事的文學樣式。講故事是人

類的普遍行為，在世界上，人類隨時隨地都可以講故事。古代早就有講故事的

文學，即神話、傳說、寓言等。至今，世界各地的土著還保留自己的神話、傳

說、笑話等各種故事，其社會文不文明是次要的問題。 

有些民族沒有文字，但他們用口傳的方式把所有故事流傳給後代。筆者小

時候看不懂童話，因而奶奶說故事給我聽，那些故事可能是奶奶的奶奶說給她

聽的吧？她們都已不在人間，但那些故事還漂浮在筆者的腦海裡，任何人絕不

可以說那些故事沒有價值，這就是民間、通俗文學與口頭文學的價值。本論文

的對象是敦煌的口頭講唱，其中有民間、僧尼、藝人的講唱，這些作品起初都

以口語創作並傳播，然後有些人以文字來記錄下來。其價值在於筆者上述的意

義裡。 

在世界上，人類每天都說話，但隨便說的事情不能成為文學，作為文學的

故事具有一定的形式。這不意味著形式支配故事的內容，內容與形式之間沒有

支配的關係，只有互補的關係而已。「講」的形式與「故事」的內容，因時代與

民族而異，所有民族都保有各自民族的講故事類文學。有些民族因沒有文字而

只能以口傳方式保留祖先的口頭文學；有些民族歷代以文字記錄的方式來保留

口頭文學。中國歷史悠久，而且早就發明了文字，因而把古老的口傳文學保留

得很久，如《詩經》、樂府民謠等。 

民間文學的口傳方式顯然有地方性與時間性的侷限，若時間過了很久，大

部分的民間文學就不存在了。但是幸好敦煌文學見世，其中有不少的民間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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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通俗文學，也有相當數量的敘事文學。它們雖然以書面形式保存下來，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口頭文學的原貌。敦煌講唱顯然具有講故事的文學樣式，

但現代人不把它叫做小說。小說是現代人的術語，其概念也是由現代人所規定

的，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敦煌民間敘事文學似小說非小說。現代人大都認為

小說是作家以文字來創作的，它區別於無名氏以口語創作的故事。因此筆者使

用「講唱」此術語。 

敦煌講唱是無名氏創作的口語故事，其創作主體是多元的，唐五代的一般

民眾、僧侶、藝人都參與講唱的創作。不管其創作主體如何，它們都具有共同

特點：語言通俗，接近口語，有說有唱，韻散結合等等。敦煌講唱是唐五代的

口語記錄，其存在樣式雖是書面文本，但基本上是在口語傳播中產生的。 

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上，唐詩獲取了最高成就，作家和作品的數量也繁多，

內容豐富，藝術成就也高。到了唐代，敍事文學也開始勃興而發展起來，從民

間文學到文人文學，廣泛出現了多種敍事體裁。唐代敘事文學由「白話」敘事

文學與「文言」敘事文學構成。 

唐代文人也跟民眾一樣地喜愛講故事、聽故事。但他們卻可以用書面的方

式寫故事，而且用閱讀的方式來享受故事，其故事即是傳奇。從現代的小說概

念來看，它也似小說非小說，但與敦煌民間敘事文學相比，更接近小說，可以

把它叫做「唐代」小說。中國早就有講故事類的文學，其名稱歷代都不同：古

代神話與傳說、漢魏六朝志怪與志人、唐代傳奇、宋元話本、明清章回等。 

筆者認為，某個時代的文學都是在民間與文人的交流下產生的。不管任何

時代，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數量總是很少，民眾的口傳方式限制其文學的保

存，一般來講，時間越久，作品數量越少。因此，不易探索民間文學與文人文

學的交流，但是，對唐代敘事文學而言，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可以探索它們的交

流。筆者首先探討敦煌講唱後，再探討兩者各自的特點與交流的具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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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講唱雖然以書面的形式保存下來，但是還保留口頭文學的原貌與特

徵，這些因素不能與文人的書面文學混為一談。因此，筆者探討敦煌講唱作為

敘事文學的普遍性，同時探討作為口頭文學的特殊性。講唱樣式在中國有著悠

久的歷史，但在唐代以前，根據一些蛛絲馬跡，談不上它的具體面貌。敦煌講

唱為古代敘事文學提供了具體資料，它是唐前與唐後各種講唱文學的重要環

節，根據它可以探討出古代講唱的普遍特徵。 

文學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唐人在唐代社會裡創作出各種敘事文學，唐

代是指特定時期，唐代社會是指此特定時期的特定空間。唐代經濟繁榮，為其

文化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唐代城市規模擴大，如當時的長安是

世界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成爲亞洲著名的國際大都市。這樣，人

們的交流就推廣，因而為民眾與文人的交流提供了廣泛和頻繁的基礎。敦煌地

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要衝地帶，也是中國中原與西北交流的要衝地，因而此地

可以吸收多元的文化。在這種多元的文化交流下，敦煌民眾、僧人、藝人都以

口語創作了多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