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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多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任 

——“中国民间叙事与民间故事讲述人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陶立璠 

   各位同仁、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大家看看大会议程表，本来确定的总结发言人是万建中教授，他临阵脱逃
了。昨天早上我赶到会场，就被林继富“绑架”，指定要我做大会总结发
言。他们这是合伙欺负老年人。不过我这个人向来比较听话，年轻的时候听
老年人的话，现在年迈古稀，就得听年轻人的话，所以还是勉强答应下来。 

不过，我这次参加会议，主要目的是想见见韩国的崔仁鹤先生，我们已
有20年没有见面了。记得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为钟老从教和学术研究70周年
举办座谈会，崔先生来前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应我的邀请，到民族大
学我的家中做客，同行的还有日本筑波大学的佐野贤治先生，就在我家的蜗
居之中，大家促膝谈心，开怀畅饮，我这里有老照片为证。当时我和崔先生都
正值盛年，彼此都期望着，中韩日民俗学的交流。之后不久，崔仁鹤先生便
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在韩国举行的比较民俗学会会议。已故的张紫晨先生，在
座的刘铁梁先生参加了这次韩国之行。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是崔先生率先架
起中韩学者交流的桥梁，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大家知道，崔先生是韩国也
是亚洲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他从事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成果累累，而且一
直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参加会议的另一个目的实现
会会新老朋友的愿望，其中有大家熟悉的台湾成功大学的陈益源教授，他也是
我多年的挚友，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十分活跃。他这次率领
庞大的学术团队与会，带来台湾学人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大会增色不少。 

谈到对会议的总结，实在不敢。因为会议在进行中，每场交流都有评议
人对每位发言者的讲演都做了精彩的点评，这是最好的总结，我完全同意他
们的点评，所以不再赘述。不过，我还是要谈谈自己与会的感想或者感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设计为“中国民间叙事与民间故事讲述人学术研讨会”，
这一议题立意十分明确。将民间叙事与故事讲述人联系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
和交流，是一个创新。尽管近几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中，民间故事的代表
性传承人，已经和国家名录一起进入国家名录的评审和认定，但专门就民间叙
事与讲述人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研讨，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召开过这
样的学术会议。可以说，这次研讨会开了一个先例，很好的先例。它必将促
进关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非遗”传承人，不只是民间故事领域，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项分类中，目前公布的代表性传承人就有1000多位。每
一类的传承人都应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研讨，这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具
有现实意义。所以要很好的宣传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通过出版论文集、通
过网络大力宣传，因为它的意义绝不限于此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亮点，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是将传承人请入学术的殿堂，和
学者们一起研讨，打破了民间文学研究中学者唱独角戏的局面。讲述人是民间

文化的持有者，对文化持有者，我们要抱着崇敬的态度，礼贤的态度，尊重他
们。因为我们的有关民间文化的知识都是从他们的智慧宝库中获得的，在他
们面前我们是小学生。只有不断的请教，才能使我们的知识比较完备。不然
我们就会永远处于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这次我们专程请故事讲述家刘德方
先生到会议现场，并做了现场讲述。许多学者在会上宣读了他们关于刘德方
研究的论文。我不知道刘德方先生听了诸位学者的发言，有什么感受。会议
的不足是没有安排讲述者与学者互动，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在他的眼中，
在他的感受中，也许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有不切合实际之处，甚至是“胡说八
道”。我们的研究应该和讲述家沟通，取得彼此的认同。这样，我们的学术
研究就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其实，作为民俗学研究来说，我们的理论在哪
里，在书斋还是在田野，至今许多人还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理论
就在田野之中。在田野作业中，故事家讲什么，怎么讲，在什么样的语境中
讲，有什么变化；讲述的空间环境对讲述者有什么影响；他们的传承谱系是
怎样的；语言风格有什么变化等等都要在田野作业中获得的。这些方面讲述

 

民俗大家 more...

民间艺人 more...



者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认定了代表性传承
人，但真正做到尊重他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多数情况下，传承人还是在坐冷
板凳。这次会议打破了这种局面，和传承人建立起亲情关系，以后多请一些
讲述人参加会议，展开讨论。会议上有的学者提到“田野伦理”问题，这很
重要。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一定要得到被研究者
的认同，最好达到共识。从事田野作业不要“一去不回头”，要“一步三回
头”。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充分尊重被调查者、被研究者，这就是田野伦
理。 

   既然如此，我们要提倡在以后的研究中，结合民间叙事的研究，要建立讲
述人口述史，口述史档案。这种档案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好和数字化工程
联系起来。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设有民俗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更应该这样
做。 

   这次研讨会的参与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多层
次、多角度、多方位、多手段研究民间叙事的特点和讲述人的风格。既有韩
国、台湾学者的先进经验，又有国内学者的独到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大
家在分享各自的成果的同时，相互启发。许多论文达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次
研讨会论文所涉及的叙事范围很广，既有单个的故事讲述人，如大家熟知的
秦地女、金德顺、谭振山、孙家香、朝格洛布、靳景祥、张海，还有台湾的
扬黄宛、林火才、刘远扬等，在座的刘德方老先生更是身临其境。他们都是
民间故事个人传承的典范；其次是家庭、村落传承的研究，再次是族群传承
研究。这种研究范围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规
定的传承主体——群体、团体、个人。过去我们只注重了对传承个体的研
究，对传承群体、传承团体的研究严重缺失，这对保护民俗文化的传承是不
利的。 

   中国是民间故事的海洋，民间叙事的场景无处不在。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198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共采录了民间故事
137.5万多篇，歌谣192万多首，谚语348.5万多条，这是民间叙事文本研究的
宝贵资料，目前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已将其数字化，建立了数据
库。这次会议上许多学者关注以往民间文学文本，指出以往的记录和研究对
叙述语境关注不够，这是事实，但反过来说，这些文本的获得，不能不说是
从当时讲述语境中得来的，只是过去对讲述主体的重视不够。那时还是注意
了讲述语境问题，如故事讲述家、故事村的发现，就提供了讲述语境的背
景。今天我们的研讨是大家回过头来，检讨讲述语境的缺失，说明大家的认
识提高了，认识到民间叙事只有和讲述语境结合研究，才能使研究步步深
入。回想以往走过的道路，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无疑在走着“语境——文
本——语境”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从民间出发，再回到民间，从生活出发，
再回到生活，使民俗学研究变成一种鲜活的学问。 

   最后，这次讨论会论文的取材，体现了中国多民族特点，多题材特色，既
有神话、传说又有民间故事，还涉及到民歌、叙事诗、英雄史诗。民歌和史诗
的演唱是不是叙事，我认为是。只不过形式不同，他们用的是韵文叙事，散
韵结合。不能说民间长诗、特别是中国三大著名史诗《格萨尔》、《江格
尔》、《玛纳斯》不是叙事。民间叙事的多民族特点，应该成为中央民族大
学未来民俗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有着民间叙事研究的得天独厚
的环境，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多民族的研究队伍，只要田野作业中重视民
间叙事的语境问题，完全可以承担起多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任。要充分利
用民族大学多民族，多学科，多民族研究人才的特点，做好民间叙事研究课
题。 

   以上是参加会议的感言，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 

                                     2011年10月16日 

  
 本文原载《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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