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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数字化文化典籍”是时
代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要求

·龙仁青：途中遇到仓央嘉措

·处处是田野

首页-民俗研究-【董晓萍】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规划中理性求变[1] more...

【董晓萍】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规划中理性求变[1]   

2012/10/7 22:15:45 

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规划中理性求变[1]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新一轮学科编目，这对各学科的发展建设都是一
次机遇。社会学一级学科和所属民俗学二级学科，在1997年学科编目的基础
上，通过这次工作，可以对自身学科建设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充分论证本
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并给予科学的界定，同时对今后五至十年的学科发展目
标做预测和描述。它能推动民俗学科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十年规划》，在社会学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继续保持民俗学的特色，又能与其他二级学科互补，扩大社会对民俗学人才
的需求规模。它还有利于对各级主管部门对民俗学开展针对学科特点的学科
管理和评估。 

  做好学科规划建设，要处理好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关系。
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主体结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民俗是各国
各民族世代传承的一套有关自然、社会、人生的知识系统及其物质产品和风俗
习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传承。民俗也是现代学校教育之外的人类教育文化，
但它比现代学校教育的资格更老，乃至在没有现代学校教育的地方都有民
俗。在现代社会，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平行，同样具有记忆历史和接续未来的
能力。优秀民俗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中，民俗与其他层面的文化，如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和地方文化等，彼此之间存在交叉关系，但它们都有相对独立性，都能在不
同程度上，成为携带我国优秀历史文明进入新时期文化建设的载体。它们也
是局部特有文化，在特定范围内，号召力大、开放能力强、人民对之习惯成
自然。它们的受保护程度和发展水平，还成为国际舆论评价我国改革开放质
量的一种标尺。它们的生态环境良好与否，也与国内人民群众对幸福指标的
描述相关。将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辅助文化共同建设，能在21世纪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双向需求中，建设新的凝聚力文化。 

  国际上的民俗学研究逾160年，形成精神民俗、物质民俗、社会组织民俗
和语言民俗等诸多分支。二战后，民俗学成为反殖民和反文化霸权的文化武
器。1980年代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民俗学成为回归社会认同和
民族团结的构架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袭来后，民俗学抵制全球文化同
化，保护文化多样性，参与人类遗产保护工程，再度提升为“国际化”的学
科。民俗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在近年我国政府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建设工作中，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统节日社会管理，民俗学者都表现活跃，还承担了一些研究项目。社会
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可供进一步探索的建设性参
考意见。各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研究方向的分支领域，提升了学科的
解释能力。 

  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民俗学科14年来的工作，可以看到，已取得了明显
的成绩，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据我们对2008年至2010年国内近百所高校和
科研院所研究生院招生数据的统计分析[2]，可将这些成绩概括为以下四个特
点。 

  一、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在两个以上一级学科下发展壮大。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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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下招生。北京大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社会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三个一级学科下招生。很多高校的民俗学研究生
都有多个入口，也有多个出口，保持了专业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也有较好的
社会需求。 

  二、民间文学专业完成新老交替。在985、211大学和一般地方大学中，
民间文学专业师资完成新老交替，发展势头稳定，如新疆大学、山东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等。这
里是老一辈学者的奠基之地，现在还有传统，也有新发展。 

  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招生特色突出。如中国
社会科学院，招生数量不多，但队伍整齐，语种配备齐全，国际交流活跃，
资源特色明显。 

  四、由部委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或特色地方资源培育了新的研究分支。
如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等，都有扎实的成果。一些在国
家社会建设和信息网络文化建设中影响较大的研究方向，如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和数字民俗学研究等，正在形成新的走势。有的研究课题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民俗学的研究空间，也为政府提供了学术咨询意见，如节日研究。有的
省市对本地高校中已有一定影响的民俗学科提高扶持力度，加强地方特色研
究，如温州大学。 

  与成绩相联系的另一面是不足。最近我们向一些国内同行征求了意见，
梳理了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必要的调整建议。 

  目前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在六个一级学科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招生和授
予学位，资源、科研成果和人才数据统计都严重倒挂，它们是：社会学
(030304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2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和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艺术学(近期上升为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050210亚
非语言文学)和工商管理(120203旅游管理)。民俗学学科厚重，意义重大，但
在七牙八缝中生存，这对凝练学科方向是不利的。当然这是发展中的问题，
但只有处理得好，才会深化民俗学科的建设。再登高望远，它还能促进民俗
学科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分支，孵化文化创新平台。 

  民俗学在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下建设，发展不平衡。民
俗学人才培养起步晚，但具有广泛融汇的特点，发展快，二、三级学科自生
能力强，招生数量可观。民间文艺学在建国后培养人才时间长，老一代学科
队伍比较稳定，但新生代自生能力弱，社会影响不大。在目前体制建设尚不
完善的情况下，将两者协调发展是必要的。 

  全国还有很多高校民俗学专业尚未开设社会学课程，这也对民俗学服务
社会需求的能力建设产生影响。其实民俗学与社会学是可以互补的。没有民
俗学，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很难深入;没有社会学，民俗学的社会功能也将受到
限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近10年在校研究生院的支持下，与清华大学
联合，共建社会学课程和培养研究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其他高校民
俗学专业大概也要创新解决这类难题。 

  民俗学科如能借助这次规划获得一些前瞻发展的条件，对巩固成绩继续
发展，并推动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建设，都是好事。 

  [1] 作者在此吸收了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理性求变”的观点，特
此说明。 

  [2]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毕传龙、江颖斐和王文超参加了数
据搜集工作，特此说明并致谢。 

 

（本文刊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反思民俗学高等教育14年”专栏，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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