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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日民俗学高层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

  作者：石灿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4-22 | 点击数：796

 

  4月19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主办、日本民俗学会协办、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的首届中日民俗学高层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

是“民俗的未来——探求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据悉，中国民俗学会与日本民俗学会于2011年10月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从制度层面上使

两国民俗学界的交流得到保障。中日民俗学高层论坛也将成为中日两国民俗学领域最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此次论坛的时间是4月19日至22日。 

开幕式 

  上午9点，开幕式在贵州民族大学第一会议室举行，日本民俗学会代表团成员，中国民俗学会代表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副校

长肖远平出席开幕式。贵州民族大学有关部门及学院负责人、教授代表列席开幕式。开幕式由肖远平副校长主持。 

  张学立校长首先致欢迎辞。他对日本民俗学会代表团和中国民俗学会代表团的各位专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贵州民族大学的基本情况及贵州

民族大学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贡献与现状。他表示，此次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是对贵州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力鼓舞，是对贵州

民族大学坚持特色办学、实现科学发展的有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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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致辞 

  随后，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朝戈金先生发言。他首先对日本民俗学会代表团及来自各地的知名

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并感谢了贵州民族大学为此次论坛的精心组织、策划与准备。金先生表示，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成就与学识一直都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中，希望大家在贵州这片山清水秀、人文气息浓厚的大地上相互学习，相互探讨。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发言 

  日本民俗学会原会长、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亚细男先生表示，现在的民俗学研究多以各自的研究为基础，这样发展难免会遇到

瓶颈，参照其他国家民俗学的研究是突破这个瓶颈和外延的重要手段。他强调，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利用此次难得的大平台，相互检讨，相互促



进，相互发展。 

日本民俗学会原会长、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亚细男先生发言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在贵州民族大学办公楼前合影留念。学术交流会分别于当日上午和下午进行，共有19位中日民俗学代表发言。 

  上午9点30，第一场学术交流会在第一会议室举行，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先生首先以我国三个古典小故事作为开头，讲述了生态文

明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民俗学的研究方向。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先生演讲 

  接着，福田亚细男先生以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为脉络，指出柳田国男时代对朝鲜和台湾的民俗研究是殖民主义的民俗研究，对周圈

论、重出立证法等做了客观的评述，并进一步提出有关民俗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日本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小雄诚教授以日本冲绳的民俗学研究为例，讲述了冲绳民俗文化与中国的相似性，提出

民俗文化应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国民俗协会会长朝戈金先生则从民俗文化的传承着手，指出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并进一步提出

“口头诗学”对研究民俗学及传承民俗文化重大的作用。 

日本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小熊诚教授演讲 

  在下午的学术交流会上，日本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菅丰先生首先发表了他的演讲，他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方

法的变化中剖析了现代社会与田野调查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延伸到了民族志的阐释。 

  “民俗去哪儿了?”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陈勤建先生一脸无奈的问道。陈教授指出，现代化的脚步走得太快，在民

俗学的各方面的认识都不深，在学科性质上，民俗学就存在着位置摆放的牵强性。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汪文学教授也进行了发言，他从黑神

的范围传播、原型、崇拜黑神的原因等方面阐述了黑神崇拜与黔中文化品格的关系、内涵及意义。 

  交流会间隙，中午1点半，中日民俗学会代表团朝戈金先生、福田亚细男先生等一行人，在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肖远平的带领下，参观了民

族文化展示厅和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代表团一行大力称赞了贵州民族大学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方面所做出的重

大贡献。代表团一行参观了状元桥后，便开始了下午的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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