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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门文章

·云南民大：大学生社团开辟文化
传承新路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5次学术
会议通知(第一号)

·【陶立璠】《论“梁祝”的起源
与流变》序

·处处是田野

·龙仁青：途中遇到仓央嘉措

·新疆出土3300年前裤子 由3块布
料缝制(图)

·中国民协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国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30周年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陶立璠]“老兵新传”六十年

·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农耕家园进行
全面盘点和记录

·[杨利慧]《中国神话母题索引》
导言

·【陶立璠】为一民先生喝彩

·《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
玛依逝世

·藏羌碉楼，从川西北来到北京香
山

·[杨利慧]21世纪以来的中外神话
学

·[刘锡诚]20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

·丝绸之路成功申遗 系首例跨国合
作成功申遗项目

·大运河申遗成功背后那些事

·【陶立璠】“留住记忆”的伟大
工程

·《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
化走访笔记》

·[冯骥才]行动起来，盘点我们文
明的家园——冯骥才在“中国传统村
落立档调查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庄孔韶 麻国庆:人类学所理解的
“传统”

·大学生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和价值
取向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

·【陶立璠】天空、太阳——大
地、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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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建春：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
的新观察（二） 
 

结语 

综上所述，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
今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可以归纳为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 

所谓传承经典指的是站在当代立场上的中国学者虽然看到了以往理论框架
不适应于当下国际视野、跨学科发展趋势的需要，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
人也认识到这个传统框架奠定的中国民俗学基础是深厚的。如果轻易地抛弃这
个传统，那么我们的研究将离民俗学的主体性越来越远，以至于被涵盖到其
他学科中去。因此他们充分肯定传统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然后站在学科主体性
的立场上，根据今日的社会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创新点
所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加强民俗学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情怀的呼
唤，而必须是继承的创新。今日中国学界如果轻易地抛弃学术传统无异于放
弃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而只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发展出巩
固学科主体性的新学说。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今日的传承经典有两个表
现，一是传承传统理论；二是立足于传统理论框架完成新时代的资料研究体
系工作，比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国民俗史的当代撰写等。 

所谓知识创新当然指的是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上的新主张、新学说。在
这里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看上去相对偏激的批判理论，虽然对待学术传
统的态度不够中允，但是过激的论点却起到了刺激学界反思学科理论生命力
所在的积极作用。除了正文中分论的新领域开辟外，这里还可以归纳出一些
中国学界的新共识，比如关注社会结构变动对于民俗传承和变迁的影响。再
如重新从书写与口传双重性的角度，还原民间文献的流传原生态，建构分析
活态性的民间文献的研究模式等。另外创造当代书写民俗的模式，也是今日
中国学界知识创新的重要领域。 

总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表明，社会思潮为民俗学的诞生创造了理论生
成的土壤，同时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具备推动社会思潮发展的力量才能具备
旺盛的生命力。我认为具有创造性和推动作用的阐释力不仅是民俗学作为独
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更是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在。作
为一门传统学问，民俗学的兴起大多与文学和历史学相关，而随着时代和这
门学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民俗学者关注到民俗和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也
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研究一方面紧密地和传统民俗学重视的“传
统”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密切与迅速变化着的当代社会相联系，直面现代
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提出的问题。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是
笼统地来看有一个共同点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描述和阐释现代民俗，发展
出具有推动力的学术主张。目前我们还非常缺乏的是充足的具有研究范式探
索意义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待于在民俗学的不同领域里构建起
新视角立场下相对成熟的研究概念体系和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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