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益务实与规范折衷
—中国巧女故事中的民间女性德

才观探绩

回康
康丽

巧女故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故事
,

是中国民间故事库藏中的宝

贵财富
。

它们传承的历史相当久远
,

流传的地域也十分广泛
。

这类故事

基本上是在以家庭或家族问题为中心的境域中展开的
,

主要展现了民

间女性在解决难题时的机智慧黯和迎接挑衅时的勇敢拨辣
。

巧女们所

显露的聪慧
,

不仅大大增加了故事的艺术魅力
,

也使得这类故事在民众

质朴的口语表述中代代相传
。

巧女故事同其他生活故事一样
,

通过教益或审美的形式讲述民众

对 自身生活的认识
。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
,

将民间故事看作民众传

达观念和宣泄情感的手段
,

那么吸引我们去探究的
,

首先是故事与现实

形成反差的部分
。

拿巧女故事来说
,

巧女们机智的言词
、

勇敢的作为
,

都与中国社会的实际传统 —女性低下的文化地位与言行规范上的极

度保守 —有所差异
。

这部分是民众的渴求在被严重抑制和禁锢的情

况下
,

产生的逆向后果
。

其中透露出的反抗或挑战意味
,

也是体现民众

意志的部分
。

其次
,

是这种反差背后的文化意蕴
。

民众在创作民间故事

时
,

可能会营造一个虚拟的空间来讲述 自己的欲求
。

但这个空间并不

是凭空想象的
,

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创造
。

因此
,

隐匿在反差背后

的就是 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思考 ① 。

分析故事中存在的反差及反

差背后的文化意蕴
,

实际上就是在探查民众的思想及他们赋予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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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本文对民间女性德才观的探讨
,

主要是在解读巧女故事文本的基

础上进行的
。

但由于缺失了故事具体讲述语境的动态信息
,

使得固化

于文本中的民众认知不一定是以原有的表达形式存留下来的
,

可能会

造成传达变形和阐释误读
。

因此
,

在论述时
,

也适当地添加了笔者的田

野材料
。

利益为先 务实的守护之才

民众的创作初衷是质朴而实在的
,

他们将 自己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如何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 —纳入了巧女故事的表述之中
,

通过

巧女的言行来传达他们的持家要求和处事原则
。

女性智慧的实际应

用
,

使巧女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持家能人和处事高手
。

她们的才能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持家守业的能力
,

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

力
。

而这两种才能又是通过手艺
、

口才和心计三个方面得以展现的
。

巧

女是操持家务的主妇
,

面对大家庭复杂的内外关系
,

她们必须手巧
,

才

可领会长辈的意图
,

做出令人满意的衣物饭食 口利
,

才会在维护 自己

和家庭利益时立于不败之地
,

把对手驳斥得哑 口无言 心灵
,

才能明辨

是非利害
,

持家守成
。

三者相互关联
,

缺一不可
。

持家
、

发家是老百姓 日常关注的要事
,

因为家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

家庭或家族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与声望
。

家翁或家婆对家产控制权的

转让
,

给巧女提供了显露才智的机会
。

对于持家权的转让
,

民众是抱着

慎而又慎的态度的
,

所以在故事中设置了多重关卡以考验巧女的持家

才能
。

总体而言
,

故事传达了三种要求 一是善于经营的头脑
,

二是勤

俭持家的品性
,

三是对家务的上手
。

任何一个承继持家权的人
,

都必须

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

试看下面一则故事《三个铜钱的压岁包 》②

大媳妇拿到压岁包根本不 当一 回事
,

第二天大清早
,

正 月

初一
,

孩子吵着要买鞭炮
,

她随手把压 岁钱给 了孩子
。

二 媳妇

拿了压岁包后
,

心 想 三 个铜钱怎么能做事呢 而且还要有意

义 的事
,

真是笑话
,

要是钱 多一 点
,

放些利息
,

倒也不错
。

可

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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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只 三 个铜钱
,

唉
,

算了吧 便把压 岁包丢进梳妆盒里
,

这件

事也就丢到脑后去了
。

⋯ ⋯

原来
,

三 媳妇儿在那年除夕晚上
,

想定主意后
,

第二 天就

拿这 三 个铜钱
,

买了二个鸡蛋
,

孵 了两只 小鸡
,

过 了几个月
,

鸡

就生蛋 了
。

她又把蛋孵小鸡
,

鸡大 了
,

又生蛋
,

蛋 多了
,

又孵

鸡
,

就这样鸡生蛋
,

蛋孵鸡
,

翻来覆去
。

第二年
,

足足有七八十

只 啦 她又把卖鸡卖蛋的钱凑起来
,

买来一 头小猪
。

三 媳妇儿

是个两手不肯闲的人
,

不上 一年
,

又卖掉大猪
,

刚好买回一 头

小牛
。

家翁的难题涵盖了持家的三项要求
,

而且加人了讲述者的道德判

断
。

二媳妇能够想到用放利息的方式以钱生钱
,

说明她有一定的经营

头脑
,

但老百姓并不认可这种缺少实干的方式
,

因为这不是长远的持家

之道
。

三媳妇所以成功
,

不在其经营方式的高深
,

是在她不浪费小利
,

是个
“

两手不肯闲的
”

勤快人
,

又是饲养家畜的好手
,

而且能想到简单实

用的蛋鸡相生的经营之道
。

三媳妇具备了全部的持家条件
,

才能顺利

通过考验
,

掌握了持家权
。

故事告诉听者
,

巧女之巧其实是勤劳与远见

的复合
。

聪颖固然有天赋的关系
,

但缺少了勤劳好学的品质和 日常对

家务的熟练
,

巧女们恐怕也再难称
“

巧
”

了
。

老百姓懂得
“

不积硅步无以成千里
”

的道理
,

他们讲究的节俭和善

于计算
,

主要体现在对小利的节省和运用上
。

故事讲述的基本是庄户

人家的生活
,

所谓
“

庄户人的 日子就靠个人过
” ,

懒惰是庄户人的大忌
。

所以长辈看重的就是巧女表现出的勤
、

节
、

用
。

比如《巧选当家人 》③

这天
,

老汉在厅门口 放倒一把扫帚
,

在台阶前放着一枚缝

衣针
,

然后叫四个媳妇到厅堂来商量事情
。

大嫂来到厅堂前
,

一 眼看到倒在地上的扫帚
,

心 里想
“

拾 了扫帚
,

能看见厅堂脏

了不扫吗 莫理它
。 ’,

跨过扫帚进 了厅堂
。

上 台阶时
,

她见阶上

掉着一根亮闪闪的缝衣针
,

又想一根缝衣针值什么 连弯腰都

懒得
。

紧接着
,

二嫂
、

三嫂也来 了
。

她们都想
“

你前头走
,

比我

大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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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不动手
,

不弯腰
,

我也装作没看见吧
。 ”

她们也象大嫂一样

走进厅堂
。

细新脾最后到
,

看见扫帚倒在地上
,

忙操起扫帚
,

麻

利地把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
。

扫到台阶上看到缝衣针
,

连忙拾

起来别在衣襟上
。

这些事她做得 自然
、

大方
。

⋯⋯老汉指着院

子里刚收下来的一堆甘蔗
,

对四个新脾说
“

我想把它当柴烧
,

只 怕烧不 旺
,

看你们谁能想个法子告诉我
。 ”

大儿媳抢着说
“

劈个对半晒晒干
,

入灶一定烧得着
。 ”

二儿媳紧接着说
“
不

,

灶里放柴起大火
,

柴里夹蔗火更旺
。 ”三儿媳却说她们俩的法子

都不好
,

应该劈细甘蔗
,

浇上松油
,

烧起火来
,

赛过蜡烛
。

⋯⋯细

新掉不慌不忙地说
“

嫂子们说得有理
,

只是好好的甘蔗烧掉

岂不可惜 我想不如将甘蔗榨水熬成糖
,

蔗渣引火 自然上火
。 ”

老汉
·

一说
“

孩子
,

你回答得好
,

这蔗就赏给你一人吃
。 ”

细 新

脾 ⋯⋯顺着蔗头分给公公
、

嫂嫂各一 节
,

自己留下蔗尾
,

说
“

公公
,

让咱们全家
‘

公甘同味
,

共尝甜头
’

吧
”

小儿媳得到家翁的赏识
,

擅理家务只是原因之一
。

上两则故事中

的抽埋们也可以持家理务
,

差别只在态度和方法上
。

巧女对待家居生

活中的任何事情
,

都是认真肯干的
,

即便是
“

扫地
、

拣针
”

之类的末节小

事
,

也不会疏于理会
。

每件事的做法都是经过细心思索后的决定
,

不会

因求成而蛮干
,

也不会因艰难而畏缩
。

她们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

没有丝

毫做作
。

虽然只是小事小利
,

却能体现出民间
“

巧划算
,

勤劳动
”

的持家

原则
。

值得注意的是
,

小儿媳得到家翁赞赏后的行为 将甘蔗分给众

人
,

让大家
“

公甘同味
,

共尝甜头
” 。

这种举动的目的是在缓解其他抽捏

的不平怨气
,

维系家庭的和睦
。

同时也牵扯到巧女的另一方面的能力

—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

巧女故事里涉及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 长辈与晚辈
、

平辈
、

邻里
、

宫民等等
。

每一种关系都等待着巧女 —未来的当家人处理
。

她能否保

持家内关系的和睦
、

家外关系的妥当
,

都直接涉及家业的兴衰
,

所以处

理家庭内外关系
,

也成为评判巧女才能的重要标准
。

面对复杂的人际

关系
,

民众要求巧女采用不同的方式
。

面对家人要委婉含蓄
,

尽量保持

歹
一

而屁
,

一



家庭的和睦
。

但在处理家庭外部关系时
,

要分而治之 在来 自外界的挑

衅不足以危及家庭或个人利益时
,

要秉持以和为贵的传统 一旦挑衅变

为恶意
、

造成困境时
,

则要严厉泼辣
,

运用锐利的语言击败他们
,

不让家

庭利益受到损害
。

这其间有着老百姓朴实的处事原则 长幼之间的尊

重
,

平辈之间的公平
,

邻里之间的友善
,

官民之间的敬而远之
。

从中不

难看出
,

这种原则的中心仍然是维护家庭及女性 自身利益
。

老百姓不

喜欢纷争
,

但也不惧怕纷争
,

所以面对纷争
,

民众的态度是敌不犯我
,

我

不犯敌
,

敌若犯我
,

我必犯敌
。

百姓注重邻里关系
,

邻里之间的互相往来帮助
,

对家庭的运作和社

区形象是重要的
。

俗话讲
, “

邻里一条心
,

黄土变成金
” ④。

所以在邻里争

执发生之初
,

巧女最先采取的是忍让
,

直到
“

不赔猫
” ⑤变为讹诈

, 、

并直

接危及家庭经济利益时
,

她们才会反击
。

但面对其他恶意挑衅者
,

尤其

是对危及女性 自身名节的外来对手
,

她们无所顾忌
,

从两性冲突开始就

予以反击
。

在反击时
,

伶俐的口才是巧女使用的一件利器
。

比如《想 占

便宜吃了亏 》⑥ ,

二流子狗胜儿想 占五姑娘的便宜
,

结果却被五姑娘痛

骂得哑口 无言

二 流子狗胜儿 ⋯ ⋯想跟五 姑娘套套近乎
,

兴许能 占点便

宜 ⋯⋯狗胜儿厚着脸皮
,

接过来说
“

管他有德没有德
,

有个老

婆就快活 只 要妹你答应我
,

我把火炕烧得热
” 五姑娘气急

了
,

哪肯让他戏弄 狗胜儿的话音未落
,

她便反击过去
“

你妈

生你这个货
,

狗都比你强得 多 何不找来你亲妈
,

拜个天地做

老婆
”

这下
,

可把狗胜儿噎住 了
。

另有一则故事《半张嘴 》⑦中
,

也有巧妇讥讽挑衅者的精彩对话

周 自显 秀才 一 听
,

说
“ 一个臭女人

,

我只用半张嘴就能

说过她
。 ”

说完
,

他就用膏药把半张嘴粘上 了
。

⋯ ⋯周 自显一

乐说
“

快让你老头子下来
,

不 怕驴粪拉在锅里
”

女人说
“

我

那老头子是蠢才
,

赶驴耕地上锅台
,

半尺 白布兜驴旋
,

驴粪怎

了
电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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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掉下来
”

周 自显一 听是在骂 自己
,

赶忙扯下嘴边的膏药
。

女人见 了又说
“

驴的屁兜 已扯掉
,

驴粪可要拉出来
。 ”

周 自显

被骂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

只好灰溜溜地走 了
。

从上文简析看
,

虽然在两性冲突中
,

巧女获得的胜利可能代表着民

众有关现实的补偿性想象
,

但巧女持家处事的才能却是符合现实生活

对主妇的要求的
。

在笔者的田野访谈中
,

接受调查的老人在谈及对媳

妇的要求时
,

意见十分一致
。

他们要求媳妇
“

不嚷架
、

不惹气
” 、“

稀罕爱

做活计的勤勤媳妇
” ⑧。

这些要求
,

与故事中所期待的巧女才能如出一

辙
。

可见
,

社会的变迁虽然在逐渐改变着民众的想法
,

但他们衡量巧女

才能的准绳一直没变
,

核心始终是维护家庭和女性 自身的现实利益
。

持重规范 折衷的守规之德

故事中与才能应用相关联的
,

是民众对巧女的道德要求
。

礼仪伦

常经过民众的诊释
,

成为维持现有生活秩序的民间伦理规范
。

这种伦

理规范在故事中对女性的要求
,

具体体现在重孝和守节 ⑨两方面
。

“

孝
”

是故事借以衡量巧女的重要道德尺度
。

在现实生活中
,

女性

需要经过男性家族伦理秩序的认同
,

并承受父系家族对 自己的角色指

派以后
,

才可能拥有家族事务的主妇权
。

那么女性要获得认同就必须

顺从
“

行孝
”

的民间伦理规范
。

这种孝道的要求在老百姓那里是简单而

实在的
,

他们需要的是小辈的敬重和老来的衣食无忧
,

也就是
“

养儿防

老
” ,

为晚年的生活提供一种保障
。

故事中频频论孝
,

实际反映了民众

对现实生活中子孙怜逆
、

老无所养的担忧与批判
。

在家中向长辈尽孝
,

这是勿庸置疑的规则
。

巧女故事中表现孝道

的有两类 赡养和避讳
,

它们分别讲述了在翁媳和婆媳关系中行孝的两

种情况
。

试看下面两则故事

《治婆婆 》⑩

从前
,

有这 么个媳妇
,

对婆婆一成也没有
,

成天摔筷子溅

碗
,

指狗骂鸡
,

给婆婆模样看
。

⋯ ⋯把老人赶到一个又破又脏

亡 , 方
’”

, 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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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柴草的小屋里
· ·

一人们都喊这媳妇
“

母老虎
” 。

人老 了手脚

不得劲儿
,

有一 回老人一 哆嗦把碗摔 了
。 “

母老虎
”

⋯⋯骂完

扭身把饭端走 了
。

一 出门看见墙根底下有个喂鸡的小盆儿
,

“

母老虎
”

顺手拿起来把饭倒进去 ⋯ ⋯打从这儿起老人就使小

盆儿吃饭
。 ⋯ ⋯孙子媳妇拿起盆来摔 了

。

⋯ ⋯孙子媳妇后头

跟进来接 了腔
“

奶奶 ⋯⋯不给俺 留下点儿想头
,

⋯ ⋯你是使

不 了多少年 了
,

可还有俺娘啦
,

俺娘老 了
,

俺叫俺娘使什么吃

饭
” “

母老虎
”

听 了
,

心 里 一格登
,

倒吸 了一 口 凉气
,

一 溜走

了
。

从这 以后
, “
母老虎

”

再也不敢对老人不好 了
。

《巧媳妇传话 》⑧

从前
,

有个巧媳妇叫慧儿
,

非常孝顺
。

婆婆死得早
,

慧儿伺

候公爹象 自己的亲爹一样
。

白天
,

饭菜做得热腾腾 夜里
,

炕头

烧得热乎乎
。

公爹行九叫老九
,

因此慧儿说话时
,

从来不吐一

个
“

九
”

字就连
“

久
” 、 “ 酒

”

也讳了
。

乐得她公爹逢人便夸媳妇

好
。

⋯ ,’’
“

老九回来告诉他一声 东村有个张老九
,

西村有个李

老九
,

今天是九月九
,

好久没见了
,

请他老九去喝酒
。 ”

⋯⋯慧

儿说
“

东村有张三 三
,

西村有李四五
,

今天是重阳节
,

好长时

间不见
,

请爹爹你去喝一 壶
。 ”

那两个人一 听
,

都佩服地竖起 了

大拇指
,

齐声夸奖说
“

真是个又巧又孝顺的好媳妇
”

这两则故事分别说明民间孝道所包含的两个方面 养老与敬老
。

前一则故事重在表现养老观念
,

教育功能显而易见
。 “

饭碗
”

作为转换

孝与不孝的关键
,

它的净脏
,

象征了子媳赡养态度的优劣
。

儿媳
“

母老

虎
”

转变态度
,

也是由于她对 自己晚年生活境遇的恐惧
。

这种恐惧在老

百姓的现实生活中是相当普遍的
,

古来
“

养儿防老
、

无后为不孝之首
”

的

说法
,

其实都透露出民众对晚年生活保障的关注与焦虑
。

故事中存在

双重的婆媳关系 婆婆和儿媳
,

儿媳和孙媳妇
。

故事的叙述刻意忽略了

外界舆论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作用
,

使婆媳之间非理性的情感纠葛在一

了拜
民俗研究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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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空间内完全地展开
,

并将行动的主动权赋予媳妇一方
。

无论是

儿媳对婆婆的
“

虐待
” ,

还是孙媳妇对儿媳的
“

威胁
” ,

转变现状的行为都

是由媳妇一方发出的
。

作为巧女的孙媳妇是实干的行动者
,

她的巧在

其行为能够游刃 于双重关系的交界边缘
,

既不损及 自身的婆媳关系
,

又

能改变家中的不孝状态
。

比较而言
,

后一则故事叙述的则是民众对社

会孝涕伦常的想象
。

故事特 念设置不雅的名讳
,

以强调在 日常礼仪规

范上对老人的敬重
,

尤其是称谓上的守礼
。

随着巧媳妇拆解外人的传

话
,

故事表明了对其敬老行为的嘉许
,

正如故事所说
“

真是个又巧又孝

顺的好媳妇
”

可见
,

老百姓是非常看重女性身上的孝顺品行的

故事中的长幼关系是一对一 出现的 婆媳和翁媳关系的独立展

开
,

为巧女们设置了行孝的难题
。

婆媳历来是家庭中最难相处的一种

关系
,

她们之间的摩擦多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冲突 ⑩。

故事在这种关系

里谈论养老问题
,

是从一 个极端的视角去观察巧女对孝道的遵守与维

护
,

把恶名赋予不孝者
,

如母老虎
,

惩罚她对民间孝道的违背 在翁媳

关系中谈敬老
,

是与实际的生活状况有关 家翁作为实际权威
,

享有崇

高的家庭地位
,

而且翁媳间很少存在非理性的纠葛气 从上述分析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民众对孝道的强调
,

仍是出于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的 目

的
。

毕竟
,

年华飘逝是每个人都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
。

晚年的家庭地位

与生活保障是与民众切身相关的重大问题 再者
,

对待老人态度的优

劣
,

自然会影响家庭内部关系的协调与否
,

从而涉及到外界对家庭整体

的评价
。

总之
,

两类故事的讲述
,

宣扬了民众观念中的重孝
,

同时也对巧女

的机智做出道德评判 巧女之巧所以能被大众承认
,

是因为她们具备尊

老尽孝的品性
。

巧女的才能是她们维护伦理规范的有效武器
。

守节是民间伦理规范衡量女性的另一条准则
。

民众对这种道德要

求的强调
,

在故事里表现为女性反击恶意挑衅时的强悍
。

巧女们在言行

之间卫护的是女性的名节与尊严
。

她们无一例外的是作为节烈女性出

现的
。

因此
,

她们不允许任何人做出损害自身名节与尊严的行为
。

如果

说
,

巧女们在维护家庭利益时的言行是勇敢的 那么她们在守护名节

时
,

可以称作勇猛
。

她们不再计较言行的分寸
,

用最泼辣的话语
、

最强悍

份一尸夕夕了君一筹



的行为来守护 自身的利益
。

譬如《上坟 》。中
,

五娘子对秀才调戏的怒斥

清明节
,

五娘子为去世的公爹上坟
,

一边哭一边烧纸
。

有

个秀才打这路过
,

看见一个少妇在哭
,

眼一 溜
,

没旁人
,

就说
“
一 顷地两所宅

,

既没老婆又没孩
。

哪位娘子不嫌弃
,

跟我一块

回家去
。 ”五娘子一 听

,

高声说
“

酸秀才
,

甭胡闹
,

我本戴得公

爹孝
。

丈夫出门做买卖
,

当年去了当年来
。

熬瞎你那绿豆 眼
,

看

你脖长 四腿短
。 ”

秀才一 听
,

这个妇人不好惹
,

灰溜溜走 了
。

在这类隐语嘲人故事中
,

巧女们最善应用的是女性的生育能力
。

这是传统社会所注重的
,

也是女性引以为豪的能力
,

所以她们并不忌讳

正面谈及
,

反而将它作为特殊的言语利器
,

去刺破调戏者的不 良居心
。

又如《吟诗 》⑥

三个人想拿这个村妇开开心
。

⋯ ⋯五 娘子一 听
,

这 三 个

家伙说便宜话呢
,

灵机一 动
,

有了主意
。

⋯⋯秀才说
“

你作诗

也必须按照你的本行
。 ” 五娘子说

“

有木本念桥
,

无木也念

乔
。

去 了桥边木
,

添女变为娇
。

娇娘丈夫爱
,

胸脯两大块
。

一

边奶和尚
,

一边奶秀才
。

松松裤腰带
,

生下财主来
。 ”

秀才
、

和

尚
、

财主听了
,

羞得满脸通红
,

好象巴掌捆的一样
。

⋯⋯

巧女吟颂的
“

诗句
”

谈不上雅致
,

但其中话语的犀利却是能穿透人

心的
。

除言语之外
,

她们也有行动
,

如《李敢娘智破
“

摸喜
”

陋俗 》⑥里
,

李

敢娘用剪刀和锥子
,

既保住了名节
,

又惩罚了摸喜的族长
。

她的勇气甚

至体现在她的名字里
。

前文已经说过
,

巧女故事的创作是基于民众对现实补足的心理
。

故事赋予了巧女远远超越于现实的 自由和觉醒
,

所以这些慧黯的女性
,

在不严重影响家庭利益的情况下
,

更为关注 自身尊严
、

名节的纯洁
。

当

重孝与守节两种伦理规范发生矛盾时
,

她们会选择卫护后者
。

比如《一

个虐待媳妇的婆婆 》
,

当家婆出的难题 做绿帽子 危害到媳妇个人名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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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时
,

民众允许媳妇不囿于
“

孝
”

的局限
,

毫不犹豫地予以反抗
。

可见
,

在节孝之间的轻重权衡上
,

民众的态度是宽容的
。

对于每种道德要求
,

他们都设定了宽泛的违规界限
。

故事赞扬守规行为
、

贬斥违规举动的

目的
,

就是要告诉听者
,

只有建筑在民间伦理规范上的言行
,

才能真正

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
。

故事的讲述告诉我们
,

巧女角色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的预

期而塑造的
,

因此她们是德才兼备的
。

对巧女而言
,

在展现女性才智的

过程中
,

德与才是一体的
。

守规之德
,

通过女性才智的应用得以显露
,

同时又在故事的表述里规范着女性才智上的张扬
。

它们共有着同一个

目标
,

就是保护家庭与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

巧女在故事中被赋予了

全能守护者的职责 既要作为女性的女人具备持家守业的能力
,

安份守

己地格守各种规范 又要作为男性的女人妥善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

系
,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

挽救家庭及 自身的困境
。

这种全能式的要

求
,

让巧女们在故事中陷人了利益与规范的两难境地
。

协调生活现实

与民间伦理规范的关系
,

成为这些实干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

所以
,

民众寻找了一种折衷的方式
,

当没有外力危及家庭或女性 自身利益时
,

巧女要做伦理规范的信徒 一旦在男性缺乏或男性庇佑能力匾乏的情

况下
,

出现利益危机
,

她们可以
“

隐藏
”

自己的女性身份
,

暂时抛开规范

的约束
,

作为男性家庭的代言人与外力较量并解决困境
。

利益与规范

的冲突
,

并不影响德才的互溶
,

而且只有德才的互动
,

才能真正解决两

难中的徘徊
。

结 语

巧女故事的讲述同其它民间故事一样
,

在教育或娱乐的形式下
,

蕴

涵着民众的观念和欲求
。

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设置
,

每一种行为的表

现都渗透着讲述者对现实思考的描绘和愿望的倾诉 面对利益征战
,

他

们既专注于家庭范围内的利益守护
,

又深切体悟着自身在伦理规范限

制下的艰难
。

讲述者将故事的主人公确定为巧女
,

就是要通过这一女性角色在

顺应或反抗某种文化压力时展现的言行才智
,

来叙述他们对女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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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处境的实在认识和补足想象
。

因此他们虚化了传统社会护佑家庭

和女性的强大力量
,

为巧女故事设置了特殊的活动场域 男性缺乏或是

男性庇佑能力匾乏的家庭
。

巧女是聪慧的
,

她们安然地持家守成
,

从未

刻意或主动去承担和代表什么
,

但她们是
“

不幸
”

的
,

因为她们所要倚靠

的男人不够强大
,

不能庇护她们和家庭
。

为了家庭的存在她们必须强

悍
,

走到台前是时势所推
。

巧女的层层过关实际是在规范禁忌边缘的

游走
,

巧女的智巧在于她们把握了禁忌的准确尺度
。

故事中的女性从

来都是清醒和理智的
,

她们清楚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生活定位
,

也明了

她们在家庭场域中的职责
,

以及社会所能容忍她们触及禁忌的尺度
。

这种表述足以说明民众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

对女性的地位也有

明智的把握
。

巧女角色职责的转换
,

为女性带来个人与家庭间的两难境地
。

如

何以才能和理智解决困境
,

是故事意图解决的重要问题
。

大多数巧女

故事
,

以男性的失败衬托女性的智巧
,

让女性成为权利的持有者
,

享受

行为胜利的喜悦
,

是因为传统认知上男性天然的强势
,

可以更好地映衬

巧女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男性的打压
。

如汤普森所说
“

民间的幽

默
,

总是不去确切地区分笨拙和机智
” ⑩ ,

巧女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背

后
,

其实都是成败与巧拙的交迭
。

作为现实境遇的逆向想象
,

民众赋予

女性机智
、

勇敢和大气
,

让她们作为女性的女人完成主妇应尽的责任
,

体味情感的自由和持家的重负 同时让她们作为男性的女人
,

暂时抛却

伦理规范的束缚
,

成为家庭及个人利益的守护者
。

这是民众所能想到

的一条折衷之路
,

也是一种艺术化的解困方式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社会性别制度一旦形成
,

就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
。

实际生活里
,

男外女内的基本模式表明了性别制度对两性活动场

域的区分
,

以及对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两个场域上各有所长的

认可
,

既肯定男性在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权利
,

也鼓励和保护女性在家

庭内部的主妇权
。

因而对女性而言
,

家庭活动场域与公共社会场域之

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

与之相关
,

女性的地位也是随着家庭和公

共两个场域的接近与游离而高低变化的泌 。

如果女性可 以超越家庭利

益进人公共场域
,

并被认同为群体一员的话
,

那么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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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就会随着她对社会利益的有用程度而提高
。

但事实上
,

这种情况

在惯以男性把持公共场域活动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难发生的
。

所

以
,

故事中的巧女只能作为男性的协助者处于幕后 与之相对
,

故事作

了特殊的安排 引发由巧名外传及男性庇佑能力匾乏导致的家庭危机
,

促使家庭与公共两个活动场域的逐渐接近
。

这种情况下
,

巧女才能够

作为男性的代言人走到台前
。

出于对家庭现实利益的考虑
,

民众运用

想象切断了性别与智慧
、

品德及才干的关联
。

如此做法只是将人们关

注的视点从男性引向女性
。

虽然女性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由幕后到台

前
,

但最后的胜利被赋予女性足以说明
,

民众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

要性是倍加关注的
。

巧女故事体现了民众 自己对社会文化角色的性别

判断 不以男女性别的先天 占有
,

而是凭借角色职责的实际担当
,

来决

定两性后天的社会文化角色
。

民间故事表述的教益 —审美形式
,

为民众弥补现实缺憾提供了

一定的想象空间
。

借由想象的翅膀
,

百姓才能在巧女故事中
,

以变通的

态度来调整规范的限制尺度和情感的需求程度
。

现实与想象的交织
,

曲折地反映了民众心中的调试欲望和反叛意识
,

同时也在这种调试过

程中体现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实际的处理能力
。

①巧女故事的流传 范围是广泛的
,

就 目前掌握的 资料看
,

它的 范围几乎涵盖全国
。

而且
,

它 的传承历 史也是相 当久远的
,

早在《装子语林 》上卷 中记载 了两则巧妇 能言善辩 而压倒 文人

的故事
,

但原 书已侠
,

其 中一 则见《北 堂书钞 》卷一三七
、

邃艺文类聚 》卷二五
,

又见《太平御览 》卷

四 六 六
,

七六 九
“
刘道真 遭乱 于河侧 自牵船

,

见一老姐采 桑逆 旅
。

刘调之曰
‘

女子何 不调

机刺抒
,

而 采桑逆旅
’

答 曰
‘

丈夫何不跨马挥鞭
,

而 牵船乎 ”’

另有一则《艺文类聚 》卷二一五
“

道真尝与 一人共 索种草中食
。

见一讴将二人过
,

并青衣
,

调之 曰
‘

青羊将 两羔
。 ’

姐 答 曰
‘

两

猪共一槽 ”’

此注解转载于姿子 匡《搜集巧拙女故事的 小报告 》
,

《民俗
、

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

三十 三
·

民俗学集镌 》
,

上海文 艺 出版社
,

年 月
。

②丫巧女的故事 》
,

上海文艺 出版社
,

始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

福建卷 》中国 中心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④此俗语摘 自《巧嘴媳妇 》
,

《天 南 》
,

广 东省 民间文 艺家协会编
,

年 月刊
。

⑤
“ 不 赔猫 ”

是巧女故事中的一种型 式
,

主要故事情节是巧女的家人打 死 了邻居的猫
,

邻居

以 此猫 价值千金为借 口 进行讹作
,

巧女用 同样的方 法反驳
,

使邻居的讹作 失败

⑥咤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 》
,

唐 山 市民 间 文 学三套集成办公 室 内部资料
,

年 月
,

场矿
矽

尸夕 了声一娜



第 一 页
。

⑦《秦立岛民间故事卷 》第二卷
,

中国民间文艺 出版社
,

年
,

第 一 页
。

⑧在访谈中
, “

能挣钱
”

也被添加到时女性持家能力的评利 中
,

这个要求同样关 系到家庭

的现实利益
。

讲迷者康素莲
,

女
,

岁
,

河北深县高各庄村村民
。

在调查过程中
,

谈到对鸽妇的

要求时
,

其他访谈对象都同愈她的话
,

所以 此处 引用此话
。

⑨故事里表现的 “

守节
” ,

指的是民间女性怀卫名节的行动
,

而 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 “

节

操
” 。

《河北民间丈学丛书
·

宁晋县故事券 》
,

中国民间文艺 出版社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⑧《中国民问丈学集成邢台故亨卷 下 》
,

中国民间丈艺 出版社
,

年 月
,

第

页
。

调查过程 中
,

访谈对象谈及最多的就是姿撼关 系
,

共 中康紊莲还说
“

婆憾天生是冤

家
” 。

其实
,

录容易引起婆鸽之争是她们在情感中的冲突
,

儿撼作为异血缘的第三者插入相依

为命的母子之间
,

必然引起姿婆不 自觉的反感
。

再加上她们在家务操持等生活细节上的差异
,

也会加剧婆撼的 不和
。

故事中不孝行为是被批刹的
。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为什 么把虑老的事件

安 在婆撼而 不是翁媳关 系中呢 探究一下原因 ,

是否 可以把儿撼的举动清作是
“

多年媳妇 热

成姿
”
后 的补偿行为

,

只是这种补偿不是报复在 自己的儿姚舟上
, 而在 自己的婆鉴身上

。

这种

补偿心理蚤然可以理解的
,

但却不可容忍
。

它从另外一面反映 出婆娘关 系的复杂
。

有一些巧女故事里也 出现翁撼之间的争执
,

但这些情节更 多是为了衬托巧女解救家庭

危机时的勇敢和机智
。

⑩《纬老 大和五娘子的故亨 》
,

唐 山 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内部资料
,

年 月
,

第 页
。

⑥《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 》
,

磨山 市民间丈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内部资料
,

年 月
,

第 一 页
。

⑩《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

福建卷 》
,

中国 中心
,

年 月
,

第 一 页
。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卷
·

长宁区分卷 》
,

上海长宁区 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 内部资

料
,

年 月
,

第 页
。

⑩〔关 斯蒂
·

汤普森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 》
,

第 页
,

郑海等译
,

上海丈艺 出版社

年版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出版社 年版译
。

⑩球
·

凯利 一 加 多 《性别的社会关 系 —
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

,

《社会性别研究选

译 》
,

王政
、

杜芳琴主编
,

生 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年 月
,

第 一 页
。

康丽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民俗学专业 级博士生

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