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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特征与保护方式分析研究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rvation methods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وطرق الحفاظ عليه دراسة تحليلية دب الشعبي الصيني السمات الفنية للأ  

 داليا رمضان محمود طنطاوي د/ 

 

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is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content of folk literature 

works, and introduces the main forms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literature works. However, at present,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been arbitrarily used and destroyed, and some are about to 

disappear. Folklore needs legal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China's copyright law,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be prescribed by the State Council. Becaus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Folk Literature"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have not been promulgated to regulate it so 

far, it can no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relevant personnel. The state must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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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文学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论讨论

了民间文学的含义和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介绍了民间文

学的主要形式和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但目前，民间

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和破坏，有的即将消失。民间文学艺

术需要法律保护。根据中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人民文学艺

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规定。由于“民间文学”中存在的

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尚未颁布行政法规对

其进行规制，因此不能保护有关人员的利益，国家必须为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民间文学；历史地位；艺术特征；保护 

    民间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占有

重要地位，因为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表现形式，口述作

为文化遗产，包括故事、故事、歌曲、谜语、传说谜语，

笑话，格言，杂货店，流行谚语。暴露在表达和演讲的形

式中口述，引导我们探索社会文化和社会的表现形式和意

义，通过它的矛盾，和复杂性。民间文学是人们生活和运

动的记忆，因为它接受文化遗产。口述的，一代又一代的

交流，保存在集体记忆中，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永恒的。在

社会群体中，它反映了哲学和现实，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

和文化经济、宗教及其他。 

本文讨讨了民间文学的定义，以及民间文学概念下的

主要作品是什么。本人还讲讲了民间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

及其发展阶段，阐述了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及其对现代文

学的影响，并介绍了民间文学的各种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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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的定义 

民间或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或一代又一代壮族人民传

下来的口头作品，由于语言是民间故事、传说和文化的载

体，是一种语言艺术。它主要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审美

观念、思想感情，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曲折，它是人

类创造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民间文学是指中国人民口头作品、口头流传 ，并

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传说、民间故

事，叙事诗、谜语、说唱文学、谚语等民间创作。 

在中国，民间文学在“五四”以前就有人利用了。

“民间文学”这个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梅光迪（觐庄）

于 1916 年 3 月给胡适的私人信件信里。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民间文学”或“口头文

学”是文学界使用的一个术语，而“民俗学”则是从英国

传入中国的，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它已经选下来“民间

文学”。自 21 世纪以来，有人呼吁用美国民俗学中出现的

“口头传统”取代民间文学的名称。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正式中文译

本已被翻译成“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相同，是

流传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故事、神话、传说、船歌、儿

歌等都是。本人研究民间文学的作品时，发现作品有两个

特征：第一，创作的人不是个人，是民族全体。普通的文

学创作，都有一个作家。老农民讲的故事，谁是真正的创

造者。有很多故事和流行歌曲初发生的时可以由一个人创

作，但这些句子和形式必须经过自然的修改，才能在人们

中传播，才能传达祖先的智慧，他们的经验、知识和社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A5/7353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8%AF%9D/58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9A%E8%AF%AD/45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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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个人作品，传播到妇女和儿童的嘴里，不可避免地

会逐渐退化，最终，作者的个性将完全消失，只有民族的

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得到表达。因此，当个人创作成为一

种大众文学时，必须由无数人加以修改；换言之，它们仍

然是整个国家的作品，而不是个人的作品。第二民间文学

是口头文学，不是书本文学，书本的文学是固定的，作品

完成之后，便难变易。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

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

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 

从艺术来看，虽然故事、歌曲形式是很简单的，思想

也是很纯朴的，但也能够描写自然，表达感情。民间文学

更具极大的普遍性。民间文学表现和反映原始人类的生活。

从本人来说，民间文学是描述民族思想感情。研究比较宗

教学或者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都必拿民间文学做研究的资

料。再从教育上看来，民间文学是原始人的生活活动的产

物，和儿童最合适，所以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之一。 

中国民族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所以中国的民间

文艺和民间风俗，有研究的价值。可是中国的故事歌谣，

却从来没有人采集过；虽有几个外国人的著作，但是其中

所收的，也不过是断片的材料罢了。现在要建立中国国民

文学，研究中国国民性，自然应该把各地的民间文学，大

规模的采集下来，用科学方法，整理一番才好呢。但是中

国地大人多，交通又不便，各省的民风，各各不同，所以

要下手研究，恐怕没有像别国的容易。除非中国也设起许

多民情学会，民间文学研究会，许多人合力做去才好啊！ 

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先把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采集下来，编成

民间故事集、歌谣集等；随后把这种资料，用归纳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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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编成总合的著作。总合的著作，要算佛赖瑞博士

(Dr. J.G.Frazer)的《金枝集》(Golden Bough)，哈德兰

(E. S. Hartland)的 Legend of Perseus 最为著名。但现

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还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所以应该

从采集入手。采集民间文学有几桩事情应该注意：（1）下

手时候应该先研究语学(Philology)和各地的方言；因为不

懂得语学和方言，对于民间文学的真趣，往往不容易领会。

（2）用文字表现民间的作品，很不容易，因为文字是固定

的，板滞的，语言却是流动的；最好是用简单的辞句，把

作品老老实实的表现出来，切不可加入主观的辞句，和艺

术的制作，像丹麦安徒生(Christian Andersen)那种文体

最为合适。（3）采集的时候，应该留心辨别，到底所采的

故事或歌谣，是不是真正的民间作品；因为有许多故事或

民歌，也许是好事的文人造作出来的，而且造作得未久，

还没有变成民族的文学，所以不应该采集进去。（4）民间

作品的价值，在于永久和普遍；流行的年代最久而且流行

的地方最广的，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采集的时候最应该

注意。 

二  民间文学在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民间文学是这个民族或国

家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

因。一个没有自己的民间文学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民族凝

聚力的民族，它的文化也只能认同他族的文化为自己的文

化。 

民间文学是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

间文学是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

基础。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多样的地

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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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等地域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民族文化和

不同的人文理念，使中华文化散发着“和而不同”的永恒

光辉。 

民间文学参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积极参与生存与发展

的追求。民间文学描述与反映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

与传统的关系、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民间文学的社会

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是国家的公

共生活。民间文学活在双重结构的社会生态之中，这是中

国古老的一项公共制度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诗经》

传统：包括所谓“郑卫之音”1的十五“国风”2中的作品

都是桑间濮上的歌唱，被周天子治下的乐官作为诸侯国的

代表作品汇集在一起。民间文学的《诗经》传统必须包括

国家、文化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定位等所代表的自觉利

用状态。 

 三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民间文学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有四个特征，就是口头性、集体

性、传承性、变异性、下面论述和分析这四个特征。 

（一）口头性 

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是在群众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

被创作出来。这种创作决定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展示民

间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口头创作，我们可以说，口头性是历

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决定的。在原始社会，物质条件很低，

 

• 1 -郑卫：指春秋时的郑国和卫国。指春秋战国时郑、卫等国的民间音乐。 
 
2-《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民间诗歌。国

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

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

的源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7%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4%BB%A3/98601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5%AE%9E%E4%B8%BB%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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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没有写作能力，甚至在阶级社会，在长期的农业文明

（包括早期人类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采集）的情况下，低层

次的人普遍没有理解知识的能力，也没有写作的能力和习

惯，因此，口头性这是交流和创造的最佳方式。在这种客

观条件下，口述作品在古代社会得以传播和流传。在群众

中的许多人处于不学无术状态的社会阶段上，即使发起者

是一个语言粗犷的人，他所创作的民间文学原型文本也需

要许多文盲的口头传播才能在群众中传播，最终形成一部

受众广泛、结构完整的民间文学作品。因此，口头性是民

间文学的一个必要特征，但它不是唯一的特征，因为即使

是文人贵族的作品也有口头传播的条件和条件。然而，口

头性往往会对民间文学的变异产生影响，使其始终处于变

化的过程中。因此，口头传播和传承是民间文学区别于以

写作为特征的文人文学的重要因素。 

（二）集体性 

集体性特征是民间文学创作和流传的集体性决定的，

但是作品的集体性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最根本的区别。

一般地说，一个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一个民间故事或传

说，还是一句谚语或一首诗歌，其最原始的形态，往往是

由那些在民众有时是在不识字的群体中的某个才智突出的

人物口头编写出来的，一旦被编创出来，因其中或包含某

些引人入包含着某种人生哲理胜的故事、自然和社会知识，

立即通过口头或口头方式传播了几十个神话和数百本传记。

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层累”1（顾颉刚语）2 一层一

 
1 - “层累”说是对传统中国古史学说形成过程的认知，这一认知是动态性的，

随着古史研究的进展，顾颉刚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叙述，是有可能调整的，但

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层累”的否定。 
 
2 -“顾颉刚” 原名诵坤，字铭坚，號頡剛，乳名雙慶，江苏苏州人，历史

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

者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F%9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9%99%A2%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5%9C%B0%E7%90%86%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F%9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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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地堆叠起来很多其人的和后人的东西，增加第二手、第

三手..的相传者的个人生活经验、智慧、见解、闻见、思

想，不断地修改和丰富原有的口头文本，产生新的文本，

直到永无止境。因此说，每一个在口头文本，可以包含着、

粘连着、叠加上讲述者个人的新因素，而却都不是哪一个

人的作品，但是集体的作品，这些集体性创作是集体修改、

思考和提炼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创作。例如，那斯列

丁·阿凡提的故事，阿芙拉特可汗的九个女儿的故事，赛

莱恰康的故事，等，都是民众的集体口头创作。 

民间文学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是群众的创作。包括

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艺术和形式表达，以及作品的所

有权，也包括创作和传播的过程。有些创作，在不断歌唱

或讲述的过程中，它被无数的歌手和叙述者加工和思考。

因此，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无法署名。有些民间文学作品，

经验丰富的歌唱家和讲故事的人在群众中加工而成的，具

有一定的个性，但其个性可以与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相

结合在一起。 

    民间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是它反映和绘画特

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和地理的特点。这种性质，一方面，展

现了民间文学的创作活动和传承过程融于一体、同步展开

的内在机制；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民间文学集体智慧和艺

术人才所获得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表达特定民族、地区、

时代的集体思想，植根于人民生活。 

（三）变异性 

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民间文学创作在讲唱和流

传的过程中，变异性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从形式到内容，人

物、语言、情节、和主题，都也会发生变化。民族、时间

和地域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

变化等因素，而有变异。先在民间文学的存活方式没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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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文字形式，它所经过的每一个人既是传播者，这使创

作必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创作的文化背景主要是

民族、时代、地域、等因素的不同，会使创作有明显的差

异，造成作品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第三，作品在

流传过程中，传播者和听众人的反应也会造成展示情节构

成、语言等方面的变异。 

民间文学则不然，永远处在变异之中。即使是同一个

讲述者的作品，每次的讲述都会有所不同。语言和情节肯

定会有变化。因此，民间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常

说“原型”、“母题”这些概念，指的是作为一个故事或

长诗的原始核心情节，在后来的口头传递过程中，或在不

同地方与不同人群中的传播，可能很不一样，原始的核心

情节常常会发生变易或变异，少则出现枝微末节的变易，

大则发生情节增删或脱胎换骨的变异。 

（四）传承性 

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在流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那些相对

稳定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容上的传承

性，如一个民族的价值标准、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

都有主流倾向和稳定性，不会突然发生、完全的变化，这

使民间文学有一些习见的主题和人物类型。第二，指民间

文学长期使用的艺术形式，包括情节构造、修辞手法、讲

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相对稳定的传统形式，成为民间文学

的艺术特色。 

民间文学又称口承文学。民间文学可以通过口头传递

给下一代甚至数千代人。文化的延续，靠的就是传承，后

代继承前代，代代相传。传承性被认为是民间文学的又一

重要特点。 

民间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传播的方式跟

作者所写的方式不一样。是靠民众的口传心授，而代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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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说，口传心授是很困难的，并非

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发展的。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

吸收、改造、扬弃的过程，自然会丢失一些，吸收一些，

扬弃一些，创新一些，在得失—失得的链条上不断向前发

展。如果研究一下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

时政性的作品曾经在民众中非常流行的，如时政传说，讽

刺歌谣，由于事过境迁而在传承中被民众抛弃了，遗忘了，

倒是一些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特别是那些富有教益的故

事，越过时空被传承下来。 

在研究上面这四个基本民间文学的艺术特征之后，本

人还要指出，类型化也是民间文学一个不可能被忽略的主

要特征，也是民间文学与个人文学相区别的主要条件。文

学创作是个人的创作，个性化是文学作品写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备的本质。而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

特征乃是类型化，以这一特点，在风格与文体上，与文人

文学恰成对照。 

（四）保护民间文学创作的方法 

由于民俗是语言的主要形式，其他表达形式是口头听

写的补充，所以必须口头听写转换成书面语言，以便通过

收集记录（书面记录或录音）肯定会丢失许多次要的东西

如表演、声音、动作等，以及相应的民间事件如仪式，在

口头叙事中，人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不断追求完美，

但很难达到完美。然而，现代技术，如叙述者的活动和录

音，可以弥补写作或录音带来的缺陷。 

中国人从很多民间文学创作中看到了以前老百姓怎样

讲每个故事。如果没有这些选集，怎么会知识以前某个时

期老百姓是怎样讲述，怎样评价和观察社会的？记录的方

式，毫无疑问，这是人们保护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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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间文学是流动不居的，不仅因为讲述者的不同

而出现差异（即异文），这是共时性的；也因时代的变化

而发生嬗变，这是历时性的。因此，某个时代记录的民间

文学文本，所反映的，自然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样相、这个

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如

《诗经》的国风所反映的是周朝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

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而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民众的

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宋代成书的《乐府

诗集》里所辑录的民歌，就是宋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

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到了屈原的《楚辞》，直到那时，

才收集了江南楚国的诗歌。汉武帝设立乐府，从各地收集

诗歌，并用地名标注。在北方，燕、傣、燕门、云中、陇

西和南方，它只不过是吴和楚。宋代郭茂青乐府诗集收录

了三首楚辞、四卷吴胜、席曲三卷，收录了襄阳、石成

（荆陵）、樊、邓、江陵、荆州、巴陵、旬阳、寿阳、扬

州等地的歌曲和诗歌。北方扩展到长城之外。风石在不同

的地方反映了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和风俗习惯！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有多种方式，当然，知识产权是这 

种方式之一，同时，公法领域应该有多种法律制度和社会

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超越知识产权”理论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并成为推动立法的理论基础在德国，版权学家迪

茨教授等人提出的“支付公有领域”1，就成为一些作家、

艺术家和表演者组织提出立法动议的根据。 

   民间文学的主要特殊性一方面使人们深刻反思知识产权

制度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追求新的保护方式。对

于那些仍然植根于原始栖息地的民俗，鼓励原始栖息地的

人们充分利用和受益应该是民俗保护的首要目标。 
 

1 -支付公有领域指由公有领域作品的使用者诸如出版商、录音制品制作者、广

播组织等，支付一定的金钱，通过社会公共基金的方式来支持社会文化事业。

参阅李明德：“多哈宣言与 TRIPS 协议”，《电子知识产权》2002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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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保护原生态方面存在困难，指标表明民间文学发展

也面临一些困难，就有必要借助外界力量，并使其得到有

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那些已经退出现实生活，

甚至已经失传的民间文学艺术，要想使其再现，或者不致

从人类文明中消失，则必须实施非原生境的、异地的保护

和发掘，并在必要时为其持续的存在创造人工环境1。 

 

   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民族分布、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

本人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应考虑以下步骤： 

  第一，国家必须建立专门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机构。建

立明确的权利体系为解决民族民间文化问题。原始民族的

抽象概念可以体现在国家引导的民间文化协会等组织中，

这些组织是根据每个地区的实际需要建立的，这些机构负

责地方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鉴定，并报当地文化

行政主管部门认证批准，给予专门的民间文学艺术财产权

来保护独特群体作为一个集体所具有民间文学艺术传统，

精神权利包括澄清民俗学渊源和保护民俗学传统的权利，

以及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权。财产权利可以包括文艺创

作权和商业利用权。 

   实际上，目前原著民族群体的文化财产权尚未确立，群

体成员和传承人对传统的表现和传承也得不到财产权的保

障，文化商和旅游商可以随意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作

者和表演者可以尽情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民间文学艺

术发掘、整理、研究和保护的经费短缺，国家和地方支持、

保护和管理力度远远不够2。 

 
1 -参见唐广良《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保护》，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

（第 8 卷） 

 
2 -龙文：《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力归属及其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载郑成思主

编：《知识产权文丛》(第 1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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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民间文学在特征和保护手段上不同于现代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保护私人权利，这与民间文

化的保护不同，因此，文化保护法民族民间更适合保护中

国传统文化。 

    实际上，要了解虽然民间文学没有确定的作者，但是，

必须维护和尊重族群集体的精神权。例如，在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基础上整理、改编、再创作作品时应当尊重产生这

创作的群体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要歪曲原创作，不

要给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损害。这些整理者或改编者对其

整理、改编形成新作品时必须明确标注产生这一作品的群

体或区域，并不得将民间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

他人重新进行整理或改编1。另外，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作

品是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形式的，外国作者不得出售

其著作权。将部分或者全部著作权转让给外国人，应当取

得文化行政部门的许可。 

 

  民间文学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新课题，但文化交流与

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要求，因此，保护措施的实施

不应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障碍。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产

权制度，为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的结合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动态发展，促成民间文学

艺术创造的良性循环。确定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在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中的主导地位。主要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

如资助民间艺术家，奖励为保护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做出

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国家建立一套激励机制，调动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民族民间文化应着眼未来，服务社会。始终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1 -王鹤云：民间文学艺术的版权保护制度，载《中国知识产权报》理论版，
2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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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任何

保护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不能完全脱离著作权法的基本原

则 ，也不能完全等同一般客体 ，因此 ，要考虑赋予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以准著作权性质的法律保护。 

 

五，小结 

民间文学艺术包含几种艺术形式，口头艺术形式包括

传说、神话、谚语、民间故事、谜语等。这种创作以口头

方式表达。声音艺术形式包括民乐、民歌等，动作艺术形

式如民间民间曲艺、舞蹈、民间戏剧、等，研究生通过连

续的动作、表情、节奏和其他身体动作的结合来表达自己

的艺术魅力，造型艺术形式包括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

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

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

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综合艺术形式包括祭礼、

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

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这些活动

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 

每种创作有特别的特征，不仅要保护具有著作权特征

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还要保护其他尚未通过专利、技术

秘密等方式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这就是为什么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不受不当利用和其他违法行

为之害的国内法示范法》第条使用“表现形式”一词而不

是“作品”，以便不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于对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

保护应根据其特殊性予以综合考虑，形成以著作权法为主

体、专利法、文物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综合救济的法律保护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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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لخص:

الأدب الشعععععو ا مععععععت الععععععصور اللععععععا حواعععععم النععععععت ر ال     ععععع  ل  عععععع ر   لعععععع   عععععع   
منعععع م العت عععع     الشععععو ا العلوعععع درو الع لعوعععع هو شمععععت شععععالإ  عععع   شععععا   ا  عععع ا 

 نععا الأدب الععو  مععت الشو   و شالصقص الشو او شالفعع  اللشععاالا الشععو الللو  لعع   
ر ش سلعصرو حلعع  حتا ععا لشد ا   الأدب الشو ا ي ا  ن حب    لطت        ال  ا  

فكلعععع  تاده الل ن ععع  الولع ععع  ح ععع    تاده ال  ا ععع ه اللصا  ععع  ح لفععع  ل اللطععت  ال رععع   
الفتلكلعععت  معععت ل ععع  اللعععصال الي ععع فا للبشعععصح  لعنعع ق  معععوا الب ععع   ونععع  ل ششضععتح  

الخنعع ئص ش رعتن الفتلكلت  و شحوصض الب ح  الأشا   الصئ س      الفتلكلععت  ش 
فا التقت ال  ضص ون    ن  عع    الأدب الشععو ا قعع  ا ععلخعت  شععالإ  الفن   له ل 

خععععع تع ش حوصضعععععت  لعععععا اللخصحااعععععا و شفورعععععك  علععععع  ششععععع   ن حخلفعععععا ل لعععععول  
نتن ح تق الطبعع  شالنشععص فععا الفتلكلت  ي ل ج  ل  ال ع ي  ال  نتن   ل شف   لأحا م ق 

 صحلععع  ال  ا ععع  ل لأن الكياعععص  ععع  العشعع  لإ فعععا الأدب الشعععو ا   حعع ا  فعععا النععا  
النظصحعععع  و حلعععع  ادن لععععئ حنعععع   اللععععتائ  ا دا حعععع  للنظعععع ئ  لعععع  و   يعاعععع  حع يعععع  
 نعع ل  الأشععخ م العوناععا  ل  لععول  ي ععا علعع  ال شلعع   ن حرعع  الأ عع   النظععص  

 للفتلكلت للل ع ي  ال  نتن   

 لي  ع الالفن   ؛  سع هل ال  الل  حخ  العا ن ;الأدب الشو ا  :المفتاحيةالكلما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