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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達先博士與澳門
段寶林*

RCC78-9

* 段寶林，中國民俗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其專著之一《中國民間文學概要》於1996年獲意大利巴勒莫人類學國際中心大

獎“彼得獎”，2007年獲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

譚達先博士駕鶴西行已經五年多了，早就想寫一篇文章紀念他，但一直沒有時間。幾年前

收到黃曉峰先生的來信，促使我拿起筆來。 等到開始寫作時，卻又感到想寫的事情太多，在此

文中祇能把最重要的寫一些。這主要就是關於民間文學的回憶，特別是與澳門的關係。

在民間文學方面，我與譚達先博士的精神聯繫，已有五十年之久。譚達先先生是我敬佩的

民間文學同行，是一個非常誠實而勤勞的學者。我在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書的兩年中，正好他的

家也在澳門，我們在一起有過許多愉快的合作和交往，難以忘懷。而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有了

許多聯繫。應該說，我們都熱愛民間文學，是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

“文章不寫一句空”

我們都是教民間文學的。此行在全國為數很

少，是周揚所說的“文藝界的稀有金屬”。在上

個世紀的60年代，由於教學計劃中民間文學由基

礎課變為高年級的專題課了，同行們紛紛調去教

現代文學、文藝理論、寫作等基礎課，當時全國

堅持教民間文學課的，幾乎祇剩下了我孤零零的

一個人。

我是1958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原先搞文藝

理論，沒有學過民間文學課，祇領導三年級學生

選編過十幾本歌謠集和一本民間文學教材；想解

放思想，要給中外學生講民間文學課，備課卻困

難重重，因為當時民間文學的理論書非常之少。

我深感這個“冷門”非常難搞，有時簡直一籌莫

展。

就在我十分困難的時候 (1959年)，譚達先出

版了兩本書：《民間文學散論》、《民間童謠散

論》，內容非常充實，這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不

啻為鳳毛麟角，猶如大旱遇甘霖，使我有喜從天

降之感。

這兩本書一直是我民間文學教學中離不開的

參考書，受益非淺，前幾年我還建議他再版印行

哩，我相信那是有長遠學術價值的。後來他出版

了《譚達先民間文學論文集》，把這兩本書中的

文章幾乎都收納進去了。

據他自己說，為了這兩本書，他在北京和廣

州的許許多多圖書館中查閱了書刊上幾乎所有民

間文學的材料，做了很多筆記。從此他就愛上了

民間文學，認為寫文章一定要從材料出發，決心

做到“文章不寫一句空”.

這就是他最初打下的牢靠基礎，是他的光輝起

點。“文章不寫一句空”成為他一貫的寫作風格。

深夜中的秘密寫作

在1966年伊始的十年動亂中，他在廣州中山

大學被打倒了，我在北京大學也不能搞民間文學

了。但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他在文革動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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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氣氛中，冒着很大風險，堅持秘密寫作了許

多民間文學著作，如八卷本的《中國民間文學概

論叢書》，共一百多萬字，後來分別在香港、臺

灣兩個商務印書館出版。

他曾在信中告訴我，他在當時寫作的情況和

一些細節，那簡直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半夜三點鐘他就起來寫作，中午從不休息，

搶時間抓緊寫作。為了怕被抄家失去稿子，他用

複寫紙 寫三份，悄悄交給三個朋友，分別保藏

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文革之後極“左”的影響

仍然很大，就在四人幫垮臺後的1979年，他寫的

《中國相聲藝術初探》、《中國曲藝學》等三本

書，仍未得到當時中山大學中文系某領導的“批

准”，黑龍江、安徽兩家出版社雖想出版卻不能

出，那三本書終於胎死腹中。多麼可惜，可能永

遠也未能出版了，也不知原稿流落何處？

大陸學人在香港的磨難

直到1988年，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譚兄。他在

1980年移居香港，作為香港學者參加了中國民間文

藝研究會在珠海﹣深圳召開的“中國民間文學理論

研討會”。

他談起他在香港的遭遇，令人不寒而慄，許

多事更令人難以想象，於此才知譚兄為了研究民

間文學克服了多麼大的困難。

當時他已在香港出了十幾本書，但因香港英

國殖民主義者不承認大陸學歷與教齡，這位著作

很多的中山大學講師，在香港竟沒有資格上教壇

教書。

他祇好重新去香港大學攻讀，1984年取得碩士

學位，然後還要攻讀博士，等到1991年才拿到博士

學位，當時他已經是六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了。

那博士的水準，他本來早已達到，甚至遠遠

超過了，按常理早就可以畢業的，為甚麼卻要拖

他個七八年呢？

因為在香港高校指導博士論文是要算導師的

工作量的，那位指導他的副教授，為了自己的工

作量竟遲遲不讓他畢業；因為指導他並不費力，

每學期祇要見一兩次面，可以很容易得到工作

量，所以能拖就拖，使他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學者

拖得疲憊不堪身心交瘁，辛辛苦苦白白地拖了好

幾年光陰才拿到一紙學位證書。

他在攻讀期間，生活非常困難，沒有獎學

金，全靠自己籌集學費。而他在香港不能教書，

祇能偷偷給別人代課，教夜校、教中學，在承擔

繁重的教學工作的同時，還須去攻讀學位，還得

給報刊撰稿爬格子謀生。

香港殖民主義當局的各種規定，對大陸去的

華人是非常苛刻而可怕的，真可謂如佈下了天羅

地網，簡直讓人有翼難飛。

按常理，譚先生在香港拿到了博士學位，是

應該能夠在大學教書了吧！令人難以想象的是，

在獲得香港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後，他還是不能在

香港教書。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家、民俗學家譚達先博士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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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因為香港殖民主義者還規定：一定

要大學本科在香港畢業的，才能在香港教書。因

為大學本科他不是在香港讀的，所以他在香港教

書仍然是非法的、偷偷摸摸的，如果被查出就要

被解僱，就又要去找新的教職。有時香港不行

了，他就到澳門，所以他也曾短期在澳門東亞大

學中文系教過書。

令人特別感動的是，出於對民間文學的熱

愛，在這動盪不安和教務極其繁重的情勢下，達

先兄仍然不中斷民間文學的研究和寫作，在香港

和內地發表了許多文章。

1983年他把曾在香港文匯報、東方日報、廣

角鏡和廣州日報等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彙集為一本

《民間文學隨筆》在他的故鄉廣西出版。

1985年，他應日本民間文學權威君島久子教

授的邀請，參加在日本大阪召開的中日民間文學

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做了〈中日民間故事比較研

究初探〉的學術報告。

他遍尋香港各大圖書館中的港臺和國外民間文

學書刊，都做了劄記。根據這些材料，他在深圳的

大會上做了一個極為精彩的發言，介紹港臺和國外

的民間文學研究情況。這在改革開放之初，使我們

這些從沒有邁出國門的大陸學者，瞭解到許多新鮮

的知識和資訊，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我們感到譚兄雖然離開了大陸，但他的心始

終是和我們連在一起的，可以說他是我們的一位

傑出代表。他在發言中根據我們的需要，有針對

性地介紹海外情況，講得非常親切，令我們頓時

有解渴之感。

為兩岸文化交流盡力

除了在會上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海外民間文

學研究、出版情況之外，他在會下談得更多。我

記得在一個晚上，我和北師大張紫晨 (子臣) 老

師一起去他的房間，同他一直談到深夜，還戀戀

不捨；離開時他贈書給我們，送了在香港出版的

《民間文學概論》。

我也送他我剛出版的兩本書《民間詩律》和

《中國民間文藝學》，並託他把這兩本書各帶一

本給臺灣的朱介凡、婁子匡兩位老先生。他非常

負責任，在赴臺開會時帶去了臺灣；但因臺灣當

時禁止簡體字的書刊入境，他又輾轉託人從國外

帶進了臺灣，因為臺灣海關對海外到臺灣的旅客

檢查比較鬆。

朱介凡老先生看了我們的書，非常高興，還

專門寫了文章，盛贊《民間詩律》是非常重要的

學術成果，“實前人所未有”。據說臺灣清華大

學的王秋桂教授還把此書全部複印帶入了臺灣。

為了在臺灣提倡民間文學，譚兄前後在臺灣

出版了十幾本書。臺灣許多大學的民間文學課，

都用他的書做教材。後來發現有盜版的《民間文

學概論》，他將此書一套八本在臺北商務印書館

又正式出版了一次。

譚達先先生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為兩岸的

文化交流做了許多工作，真是不辭勞苦，盡心盡

力，令人感動。

我們在澳門合作編成了兩本書

1995到1997年，我在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書共

兩個學年。

澳門大學的前身是東亞大學，譚兄曾在此講

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哲學”等課程。

我的課講得比他多些，中文系的文學課幾乎

都講，每週十二節課。在講課中，我注意發揚我

所有的民間文學教學優勢，結合各種課程，盡可

能讓學生做些民間文學調查。

在講“鄉土文學”、“民歌與新詩”等專題

課和大課“寫作課”時，我更讓學生做作業——

調查澳門的民間文學和民俗，這大大地提高了學

生的寫作能力。這是在大陸早已有的成功經驗。

李觀鼎先生曾講過多年寫作課，在我上課

前，他對我說，澳門學生的作文，一般就寫五百

字，但我在佈置他們寫民俗調查報告和民間文學

記錄時，要求他們寫的字數越多越好。結果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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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外，很多學生調查民間文學和澳門民俗之

後，調查報告和作品記錄竟寫了一千字以上，有

的甚至寫到一兩萬字。

我於此得到了許多學術資料，學生們得到了

好的成績，大大鍛煉了學生的調查與寫作能力。

澳門學生原來為甚麼寫不出文章呢？主要是

不知道寫甚麼。我讓他們寫民俗、民間文學的內

容，這些都是他們最熟悉的生活文化：怎麼過

年、怎麼做遊戲、怎麼做菜、怎麼結婚等等；至

於記錄故事歌謠、諺語等等民間文學作品就更容

易了。所以他們經過一些訓練，認識到民間文學

的重要性，掌握了忠實記錄、立體描寫的科學方

法，經過調查、回憶，就可以寫得很多很多。這結

果大大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得到了意外的驚喜。

後來我帶回了兩大箱澳門民俗和民間文學調

查資料，還組織學生編寫了澳門第一部《澳門民

俗大典》，由研究生禤偉旗、胡國年主編，共一

百萬字，2005年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

此書受到馬萬祺、何厚鏵等澳門領導人和澳

門基金會等單位的大力支持，還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了首發式，受到北京學界的高度評價。當

時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北京民間文藝

家協會主席趙書先生說：“澳門卷已經出來了，

這麼漂亮，內容這麼豐富，我們北京卷要急起直

追才行呀。”(北京新京報報導)

 在澳門，達先兄家住鵝眉街，我常與他見

面。曾一起到崗頂老人堂去聽百歲老人講民間故

事，聽得津津有味，真是非常有意思。

後來當我把學生收集記錄的幾百篇澳門民間

傳說、故事、歌謠、諺語給他看時，他更是大吃

一驚，說：“我以前曾在香港和澳門收集過澳門

的民間文學作品，但卻一篇也沒有找到，當時就

以為澳門沒有民間文學了，沒想到竟然有這麼

多呀。”我當即把全部資料都交給他。他看後

說：“這些記錄太好了，很符合科學規範，希望

能編成書出版。”   

當時我一週十幾門課，教學任務很重，決定

邀請他和我合作，共同編書。他愉快地答應了，

說：“你收集，我整理，很好。”我們就這樣進

行了合作。

譚兄工作起來是非常認真的。他曾經編過一

本廣東省的兒歌集，在廣州出版。大概是因為廣

東人看，所以對廣東話沒有多少註解。

我認為，為了發揮更大的作用，書中的澳門

歌謠、諺語和傳說、故事裡的廣東話都要有註

解才好，不然，外地人看不懂，就起不了多大

作用。

這無疑增加了譚兄的負擔，而他卻愉快地擔

當起來，非常認真地進行註解和分類，結果編成

了兩本書：《澳門民間傳說故事集》、《澳門民

歌、謎語、謠諺集》。

達先兄非常認真地複寫了三份，原稿交澳門

日報一位副總編審閱，希望能在澳門日報選一些

先行發表。在報紙上發表，影響極大，並可通過

報紙發動群眾進行民間文學調查。那位先生認為

這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可以由澳門歷史學會出

版。我在離開澳門回北大時，把同學們調查記錄

的原稿也交給那位先生了，這是澳門的重要歷史

文獻，應該妥為保管才好。非常可惜的是，不知

何故，這兩本書至今仍未能出版面世。

高水準的《澳門民間文學研究》

雖然其作品未能出版，但達先兄的研究文章

卻寫了不少。

我們在編《中華民俗大典》時，請他給“澳

門卷”寫了民間文學部分。他對澳門的民俗和民

間文學代表作品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介紹，後來又

寫了多篇論文，專門就澳門的神話、傳說、笑

話、歌謠、謎語、諺語等等做了深入的探討，彙

編起來，竟然出了一本十八萬字的專著《澳門民

間文學研究》，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原來想盡量吸引達先兄這樣的專家來研究

澳門民間文學，這是澳門所急需的。因我曾向澳

門文化司署申請過一個研究民俗的項目，知道條

件優厚，所以也建議他去申請，這或許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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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給他一些幫助。他果然申請了澳門民間文

學研究的項目，2001年得到批准，一年時間即寫

成此書，並已列入“澳門叢書”2006年在廣東人

民出版社出版。

當我收到達先兄從澳大利亞寄來的這本份量

頗重的專著時，真是欣喜萬分。後來他又兩次來

信希望我能寫一篇評論文章，並說要收入即將編

成的論文集，“作永久紀念”云云。盛情難卻，

我當時曾將自己的感受和學習心得，寫了一篇小

文，還未來得及發表，譚兄卻已離去，令人不勝

悽愴！

下面就把我的這些意見，簡略地寫出來，請

大家指教，並作為對譚兄的一個永久紀念。我認

為這本研究論著是研究澳門民間文學的第一本專

著，同時也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的一本水準很

高的專著。

資料豐富新穎史無前例

首先，我認為此書資料的新穎和豐富，是史

無前例的。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都

是許多澳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們新近幾年收集得

到的，以前從來沒有人收集過，而且數量那麼

多。這幾百篇民間文學作品，奠定了本書牢靠的

學術基礎。

本來，我在澳門大學發動學生收集民間文學

作品，是為了自己進行研究專用的，但因課業太

多，無暇分身，回京後又忙於《中華民俗大典》

的總主編工作，所以我早已把收集得到的全部資

料四百五十多篇，都交給了譚兄，我認為他對廣

東民間文學和廣東話非常熟悉，一定會比我研究

得更好。

有人說：“你怎麼把自己辛辛苦苦收集來的

作品全都給了別人呢？”我覺得為了澳門民間文

學研究得好，這樣做是應該的。實際上，結果也

是很好的。如果沒有那四百五十二篇新記錄的作

品，譚兄這樣的大專家就會英雄無用武之地，怎

能寫出這本專著呢！

君子成人之美，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

但譚兄的著作也並未局限在這些作品之中，

他還千方百計從《澳門紀略》等古書上和國內外

書刊，如臺灣朱介凡先生的《中華諺語志》、金

榮華教授的臺灣故事調查研究著作中，盡力收集

了一些與澳門有關的民間文學作品，進行深入研

究。所以譚兄的這本著作依然保持了他一貫的

特點——資料豐富、充足，毫不空泛，這是很

不容易的。同時，這也是它最有參考價值的重

要因素之一。

更為深入的比較方法之應用

其次，譚兄的《澳門民間文學研究》一書，

應用了國際上流行的比較研究方法，把澳門民間

文學作品同國內外的同型作品作對比，這就突顯

了澳門作品的個性與共性，便於作更深入的分

析。

例如：對澳門的神話故事〈天為甚麼像現在

這樣高〉這一作品，書中羅列了臺灣高山族的〈天

上、人間、地下〉、〈太陽與月亮〉，澳大利亞

土著的神話傳說〈獵手與妻子〉、〈羅諾馬拉與

星星〉，漢族的故事〈天怎樣昇高的？〉(廣西南

寧)、〈天是怎樣變高的？〉(湖北) ，〈天為甚麼

這樣高？〉(臺灣東部卑南族神話) ⋯⋯

對許多同型故事的異文，他進行了細緻的對

比分析，從而得出了可靠的結論：“澳門此篇不

失為同型神話中的簡短精品。” 同時指出，它

具有“人可制天”的積極思想，是很可貴的而在

藝術上，則有“藝術結構的層次性與樸素自然、

明白簡潔的口語風格”。

這種比較研究需要有廣博的視野和深厚的學

養，不是一般人可以駕馭得好的。

比較研究方法是此書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但

譚兄並不像國外流行的那樣，祇作情節形式的簡

單對比，而是結合作品的內容和藝術特色，進行

綜合比較，所以比一般的芬蘭學派的歷史地理方

法更為深入。

13-RCC78-9.indd   121 26/11/13   12:20 PM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22文 化 雜 誌 2013

文

學

譚
達
先
博
士
與
澳
門

又如對颶風傳說的比較，對“用牛皮量地”

型傳說的比較，對“西洋菜傳說”、“海市蜃樓

傳說”的比較以及對“月光光”型兒歌的比較，

對“一歲嬌”童謠的比較和對“賣懶謠”的比較

等等，都不僅祇比較情節和形式，而且對內容做

了深入的分析。書中通過對澳門、粵中與寧波

的“颶風傳說”的比較，認為：

    

玉皇颶、關帝颶、彭祖颶等三地均有，具

有全國性；而鬼颶、佛子颶、彭祖婆颶、洗炊

籠颶等則為粵中所特有。澳門與寧波所共有的

則有：水仙颶、太保颶、東嶽 (朝天) 颶、冷

風 (信風) 颶等。澳門所獨有的尚有十種：白

龍颶、龍母颶、太白颶、張良颶、西嶽颶、

君颶、翁爹颶、普庵颶以及臘月廿四日的掃塵

颶、廿九日的火盆颶等。

    

譚兄在分析中指出：

這些對颶風的傳說，表現了澳門人對大自然

的神話想象，反映了澳門的地理、歷史、文化因

素，這種想象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民間文化大寶庫，

也正是最可貴的重大的學術價值所在。(頁31)

    

關於“用牛皮量地”傳說的歷史價值，達

先兄經過比較，糾正了前人不妥的看法。如       

《澳門紀略》的校註者在註中指出：這個傳說

故事“多為時人傳說，並無事實根據”。這種

結論是缺乏學理性的。書中引用歷史文獻《瀛

寰志略》中的記載，說明西班牙人早在明代隆

慶年間 (1567 -1572 )  在菲律賓已經用這種方

法巧取豪奪佔領了呂宋島。這是歷史的記錄，

是有事實根據的。

《澳門記略》中的記錄，口傳藝術的色彩

較濃，但它仍然是有歷史根據的。當然，這

是指廣義的“大歷史”，即殖民主義者在東

方侵土略地時的狡詐和兇狠。這是千真萬確

的事實。

傳說的歷史價值正在於此。它是一種口傳的

歷史文學，所以書中批評《澳門紀略》的校註者說

它“並無事實根據”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近

似勉強”的說法。

在歌謠的比較研究中，對〈月光光〉童謠的

研究最具功力。〈月光光〉是一首廣泛流傳的歌

謠，譚兄對澳門、廣東、香港三地的這首同型歌

謠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分析。書中指出，香港祇有

一篇異文，廣東各地的記錄也不多，而在澳門卻

有十三首之多。

他過去曾編過《廣東童謠、歇後語、客家情

歌》，對〈月光光〉尤其熟悉。他舉出其中幾首

篇幅較長的、知識性的異文，澳門五篇、廣東一

篇、香港一篇進行比較，發現這首“聯珠格”的

三言歌謠由自然知識開始，一直唱下去，最後竟

唱到反帝的內容：

月光光，照地堂 (院子)。

年三十，摘檳榔；

檳榔香，摘子薑；

子薑辣，買蒲達 (苦瓜)；

蒲達苦，買豬肚；

豬肚肥，買牛皮；

牛皮薄，買菱角；

菱角尖，買馬鞭；

馬鞭長，起屋樑；

屋樑高，買張刀；

刀切菜，買籮蓋；

籮蓋圓，買隻船；

船沉底，浸 (淹) 死幾個番鬼仔！

一個蒲 (露) 頭，一個沉底！

一個摸茨菇，一個摸馬蹄 (荸薺)！

    

譚先生發現這首澳門的歌謠異文，是最長

的：前半段與廣州的一樣，祇是最後幾句不同。

廣州的一首異文是“浸死兩個鬼仔”，另一

首其中異文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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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隻船，船無底，

浸死一家大細 (老小)！

番禹的一首異文是：

買隻船，船無底，

浸死疍家仔 (水上居民)！

新會的異文則是：

買隻船，船沒底，

浸死兩個紅毛番鬼仔！

一個剝茨菇，一個摸馬蹄！

這些〈月光光〉的異文，大同小異，前面全

是自然知識的內容，可以使兒童知道許多事物，

具有幽默感與特有的情趣；最後幾句則轉向社會

內容，變為攻擊性的諷刺或咒駡。大約以前嘲笑

的對象是指終年漂泊的水上人的，後來西方殖民

主義者來了，就嘲笑“番鬼仔”，於是帶有反帝

的性質。

書中經過仔細的對比研究，指出澳門在這方

面最為突出。“澳門兒歌所隱藏的反對帝國主

義壓迫的意識，遠比廣州兒歌強烈得多。”深入

追問其原因，他從1553年葡萄牙人到澳門的歷

史，指出：

上引澳門兒歌，保存下一些反帝意識，就

多少蘊含着澳門人民對葡萄牙人欺負中國同胞

的不滿情緒，這是歷史的回聲，有認識澳門歷

史的科學價值。這也是此首兒歌區別於他地同

型兒歌的可貴之處。(91頁)

澳門的〈月光光〉數量最多，而且直指番

鬼仔——帝國主義者。新會的“紅毛番鬼仔”

指的是荷蘭侵略者。香港的一首在後面還有所

不同：

  

買隻船，船沒底，

浸死三個番鬼仔：

一個蒲 (露) 頭，一個沉底，

一個匿埋 (秘藏) 門扇底，

偷食油炸鬼。

譚兄經過比較認為：香港這首和澳門的大體

相似，都是嘲弄落水的四個洋人，但香港這首

似有瀕海商業城市生活氣息，而澳門的那一首雖

有航海商業內容，但後兩句“或摸茨菇，或摸馬

蹄”——這是兩種水生植物的根，則和農業有關，

這是澳門特色，這兩種植物都生在水底，表現洋鬼

子“沉底”後在水中摸來摸去的情景，多麼富於動

態的幽默感，“這結尾反映的內容，比香港兒歌要

豐富些”，由此他還進一步得出結論：

    

澳門兒歌在內容上、藝術上，具有自己特

有的風采與特色，呈現出澳門人民深邃的思

想，豐富的生活，多樣的知識，可貴的智慧和

口頭創作的卓越才華。正因如此，它豐富了中

國傳統的民間兒歌寶庫，很值得學人們認真探

究與高度評價。(95頁)

總之，據筆者所知，〈月光光〉型兒歌，在

澳門多達五首 (實為十三首)，遠比廣州、南海、番

禺、新會、深圳、香港等地區為多。(⋯⋯) 可見澳

門保存於民間口頭上的兒歌更為豐富。 (94頁)

這是對的，澳門由於種種原因，在民間保存

下來的口頭文學作品，不僅品質較高，而且數量

也相當多。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廣州等地的數量就少。

據我看，這主要和調查方法有關。

過去，在進行民間文學調查時，一般都不知

道盡量收集各種異文。在收集時，祇要聽到“月

光光”的篇名，就以為過去已經記錄了，不用再

記錄了。以為每首歌謠，祇需要記錄一首就行

了。當然數量就少了。這就是廣東、香港等地數

量之所以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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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門大學指導學生調查民間文學時，運

用了最先進的立體描寫方法，強調要盡可能記錄

各種各樣的所有異文，因為，民間文學是立體的

文學，每一種異文祇是它的一個側面，全部異文

的總和才是它的完整的全貌。所以，就需要記錄

許許多多的異文。這是先進的立體描寫科學方法

的優越性；同時，也是澳門民間文學十分豐富的

表現，如果不豐富，方法再先進也不行。

這種立體描寫的方法和民間文學立體性的新

理論，是我在80-90年代提出來的創新理論，曾

受到許多年輕人的讚同；經讀者投票，1985年

獲“民間文學論壇”銀河獎，成為民間文學銀河

中的一顆星。

當然，一些老專家則不一定能接受。譚兄

的思想比較新潮，他也很內行，故而對新理論

不但不反感，反而很歡迎。這是出乎我的意料

的。1997年我的論文集《立體文學論》在臺灣文

津出版社出版時，譚兄見了立即寫了書評〈新穎

創見 成就卓越〉，給我的理論創新以很大的鼓

勵。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使我特別感動。

我們知道，一種新理論的出現，往往要遭遇

到人們習慣勢力的很大阻力，甚至受到冷遇。例

如，我的《立體文學論》早在1997年就已經在

臺灣出版了，但在大陸則遲遲難以出版，直到十

年之後的2007年，才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面世。

當時譚兄已經年近八十，對新事物、新理論

如此敏感，那麼快就寫了一篇詳細的書評，對書

中內容做了很具體的分析，實實在在，毫不空

洞，真是大家風度，令人感動！他對民間文學的

立體性理論、史詩研究、笑話的美學價值、水滸

書的比較研究等文章都做了評述，認為這些理論

創新“突破了舊說，闡明了新意，等等，均各見

精彩，很吸引人。(⋯⋯) 總之，這是一本理論

上深具創造性，且富有文采的專著，能啟迪人增

強研究中國文學的信心與自豪感，趣味盎然，很

值得細讀”。(段寶林《立體文學論》頁450，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這是他的讀後實感，娓娓道來，令人感動。

除了對〈月光光〉進行了很好的研究外，書

中對〈一歲嬌〉型兒歌，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

歷史地理比較研究。譚兄指出：

澳門著名的〈一歲嬌〉型民間童謠，在

民間流傳大概將近百年或達百年以上，具有

重要的社會內容與鮮明的廣東地方色彩的藝

術特點。它與廣東內地某些同型歌謠，有着

某種血緣關係。

   

書中對澳門大學學生梁明豔記錄的一首在澳

門廣泛流行的〈一歲嬌〉，以它為主，進行仔細

的思想和藝術分析：

一歲嬌，

二歲笑，

三歲攬柴過田阿媽燒，

四歲扛 (舉) 起油燈盞，

五歲織得好幼蔴，

六歲做 (繡) 出牡丹花，

七歲煮飯兼煮餸 (菜)，

八歲留毛九歲嫁，

十歲抱仔做阿媽。

他分析此童謠“主旨是反映近代農村女性一

歲至十歲的生活經歷，也反映了一些早婚陋習。

藝術形式是十句頭體。(⋯⋯) 表現手法綜合採

用數位法與排比法，(⋯⋯) 語言淺顯、明快、

形象，全用白描式的直叙，歲數不一定是實指，

所叙事實有誇張色彩，按數目順序，有助幼兒記

憶。”做了全面的思想和藝術分析。

同時他又聯繫近鄰深圳、新會的兩首異文進

行比較，發現最後兩句深圳的異文是：“九歲留

髮十歲嫁，十一歲抱仔做阿媽。”而澳門的則

是：“八歲留毛九歲嫁，十歲抱仔做阿媽。”

書中說：“澳門說結婚與生子比深圳各早一

年。(⋯⋯) 互相比較後，可推知深圳童謠與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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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長期以來有過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影

響，二者屬於同一類型的童謠文化圈內，故好些

歌句相近，乃至完全相同是自然的。”(97頁)

他又比較新會的異文，發現第五句是“五歲績

得好幼蔴”，而澳門則是“五歲織得好幼蔴”，有

一個字不同，卻可以看出這首童謠是由新會流傳

到澳門的。

為甚麼呢？書中引證了兩千年前《詩經》的

〈陳風．東門之枌〉中的一句詩：“不績其蔴，

市也婆娑”，這“績蔴”是把蔴撚成線，而澳門

的“織蔴”則是指織布，這是現代的語言，可見

新會的異文更加古老。加之，這一首澳門兒歌的

口述者劉鳳娣是新會人，很可能是她把這首兒歌

帶到澳門的。從新會到澳門，“澳門人改了一個

字，便在澳門流傳，是當地語系化了，自該承認

是澳門人的創作。”(頁98)

書中還對新會的另一首〈一歲嬌〉異文以及大

埔、梅縣、中山乃至雷州半島湛江市的八九首同型

兒歌做了細緻的比較、分析。有的差別很大，如湛

江的那一首，在第十句以後，又有許多內容：

一歲嬌，二歲嬌，三歲攬柴夠娘燒，

四歲搓幼蔴，六歲針剪一起拿，

七歲領人話 (說媒)，八歲領人茶 (訂婚)，

九歲領人禮，十歲歸 (嫁) 人家。

歸了二年三個月，打破家婆一隻菊花盅，

大官 (哥) 叫打，二官 (哥) 叫拖，

三官要寫退婚書。

（⋯⋯⋯⋯）

這是描寫結婚之後所受到的種種壓迫，都是

舊社會婦女普遍的遭遇，具有很大的典型性。譚

兄認為，這首童謠用生動的語言，把一個農村

小女孩的成長過程，描寫得非常可憐，反映了

農村童養媳和早婚的現實，是非常真實的：

    

它飽含着民間的智慧和情趣，因而才能在

相當廣闊的地區內的廣大兒童和部分成年人口

頭上流傳，長期而不衰。過去澳門民間無名作

者在不能掌握文字技巧的年代，竟能創作出反

映舊時代女性童年成長過程及婚後痛苦生活的

史詩性質的口頭童謠，我們不能不深深敬佩澳

門人的文學天才。(頁102)

此外，本書對〈賣懶謠〉和澳門的謎語、諺

語也做了很好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從書中那麼多

異文和有關的歷史資料的分析中，深深地感到譚

達先博士幾十年來辛勤治學的非凡功力。空洞洞

的所謂理論文章好寫，而實實在在的歷史分析

和比較研究，卻需要大量事實和文獻的根據。這

是“乾貨”，絕非空口白話所能糊弄過去的。

這些珍貴的歷史、異文資料來之不易，所以

很有參考價值。

譚達先博士著作等身，有幾十本，但是他對

寫澳門的這本卻情有獨鍾。

甚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對澳門很有感情。

2007年3月1日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

說：“時常想念，時常忘不了在澳門的日子。”

這離他去世已不到一年。他始終懷念我們在澳門

的合作。我們都迷戀民間文學，心心相印，合作

非常愉快。這在別人，可能是難以理解的；對我

們卻可以說是患難之交，相濡以沫，能在一起

合作，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正如他此信中說

的：“我的一生，是悲劇性的，(⋯⋯) 是個窮文

人，為了民間文學一生受苦，文人不易為也。”

在困難之中友誼最為重要。所以他在澳門，

花了很大力氣，去編選、去註解，我們合作，終

於完成了《澳門民間故事集》、《澳門歌謠、謎

語、諺語集》兩本書，至今也未能出版。我們許

多的努力，不能得到社會的理解，在大陸出書沒

有稿費，還要自己出錢，那真正是一個悲劇。

當然，金子總是會發光的，我相信，這兩本

書一定能在澳門出版，這些澳門人民的口頭文學

創作，一定會得到澳門人的珍視。

最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正在編輯出版幾

套民間文學叢書，其中就有《中國民間故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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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國歌謠全書>》。澳門也是要編選澳

門卷出版的，這兩本書可以作為一個基礎。

我深深地知道，民間文學雖然是文學的根

基，然而，一般人卻對它瞭解極少，所以很不受

重視。這是非常可惜的。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個〈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驚醒了世人。我國早已

加入此條約，並已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的高潮。

澳門當然也不能例外，可喜的是澳門文化部

門一貫是比較重視民間文藝的。我相信澳門政府

文化部門依靠專家和廣大群眾，一定能搞好這項

重要的工作，甚至比內地搞得更好。

非物質文化其實就是民間文化。我想這兩本

書的出版應該是指日可待的。這也是譚達先博士

所翹首盼望的吧！

澳門文化司署 (今文化局) 重視民間文藝，曾

批准了我的一個澳門民間文化的研究課題。我得到

了好幾萬圓的調研經費，寫成了澳門節日和衣食住

行民間文化的調查報告，交給文化司署收藏。

我知道譚兄的經濟並不寬裕，而澳門的民間

文學也需要有人研究，譚兄是最合適的人選，於

是我就請他在澳門也申請一個課題。他當時還不

知道每年都有文化研究的課題招標。我介紹了我

的經驗。他果然抓住機遇，申請到一個課題，

得到了近十萬元經費，除必要的開銷外，還剩餘

幾萬圓，他就利用這幾萬圓，在大陸出版了好幾本

書。如《中國兩千年民間故事史》、《譚達先民間

文學論文集》、《論中華民間文學》等等。

現在我們搞市場經濟，出版社向錢看，印數少

的學術書的出版，不但沒有稿費，而且還要給出版

經濟補貼，所以要出書，作者的負擔很重，達先兄

為了出書，祇好節衣縮食，但是他卻樂此不疲。

年過八十以後，已進入耄耋之境，應該頤養

天年了，而譚兄卻仍然每天淩晨三四點鐘就起床

寫作，像一個辛勤不歇的老農，在民間文學的園

地裡兢兢業業地刻苦耕耘，最後得了癌症，仍然

忍痛堅持寫作。他在給我的幾封信中，每一封都

提到《回憶錄》和《中國三千年笑話史》。就是

在八十二歲以後，他在風濕病、癌症 (肝癌) 的

折磨下，堅強地挺住，堅持寫作，終於完成了回

憶錄，即將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千年

中國笑話史》終於未能寫完，祇寫到漢代就撒手

而去，留下了三千年遺恨，令人無限惋惜。2007

年7月17日他給我寫信說：

醫生發現我肝部有硬塊，是脂瘤，抑肝

癌，檢查了幾次看不明白，過十天，再檢查兩

天，才知詳情。(⋯⋯)目前祇想把《回憶錄》

最後部分在“仙逝”以前寫出，(⋯⋯) 待病

情確定，可以脫身即回澳門取錢匯鍾偉今兄暫

存，作為出《回憶錄》之用。我是窮文人，無

退休金，印書得自費，哀哉！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譚兄念念不忘的，還是

出書，還是民間文學，還是澳門，要抱病回澳門

取錢，供出書之用。

半年之後，2008年3月1日，譚達先博士於澳

大利亞悉尼市的醫院仙逝，享年八十三歲。

逝世前，他對女兒小梅說：

  

生命不在長短，在乎做點造福於當代與後

代的事，在乎自己的任務完成得怎樣！

他把弘揚中華民間文學作為自己畢生最崇高

的任務，甚於自己的生命。

他臨終第一次斷氣時家人呼之不應，女兒小梅

對他講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將出版他的《論中華民

間文學》和《回憶錄：尋夢——一個走向民間文學

宮殿的行者》，他就緩過氣來，嘴唇微微顫動，

想說而沒能說出，如此者三次。小梅說：“書好

像是爸爸的生命!”—— 誠哉斯言！

《澳門民間文學研究》已經出版，對他對我們

都是很大的安慰。我相信，《澳門民間故事集》

和《澳門民間歌謠、謎語、諺語集》也一定能出

版的。達先兄，澳門在呼喚您：魂兮歸來乎！

13-RCC78-9.indd   126 26/11/13   12:20 PM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