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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社会与民俗学 

──“乡土研究”与综合性学习的接点 

（日本）佐野贤治 著 何彬 译  

 

[摘要]日本于2002年开始，在高中、初中、小学开始正式设置目的在于培养“生存能力”的“综合性学

习课时”。本论文对这种综合性学习的含义进行检验并论述了起始于乡土研究的日本民俗学学科与学

校教育、乡土教育的关系以及学校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指出乡土研究是进行综合性学习、培养学生生活

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视点，是将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体验化为生活智慧生活能力的必备条件。通过叙述具

体事例，作者提出社区学校应与社区的博物馆携手开展真正的“综合性学习”。同时指出21世纪的民俗

学应当在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关联中推进自己的学科研究。 

[关键词] 乡土研究；民俗学；综合性学习；学校教育 

 

“了解每一片乡土的生活是一种手段。综合性观察乡土生活并进行精确的比较，从中学习日本国民的生

活方式和劳作方式。如果有可能，再进一步与世界其他国度的乡土研究者携手合作，共同探讨、客观理

解人类走过来的路程以及不断孕育着的新的变迁的发展路程。”：柳田国男，1933） 

一 

日本于2002年开始在小学、初中、高中开始正式设置“综合性学习课时”。“综合性学习”旨在使青少

年学到以日常生活体验为中心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处理实际生活环境里的问题之能力，其目的在于

一反历来的单纯记忆式的学习方式，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用于实际生活的能力和生存能力。

然而学校多年来一直按照为课堂教育设置的教学计划行事，对于这种不分教科或横跨各个教科的、关注

孩子们出于兴趣、爱好的自发性行动和重视“身临其境”的“综合性学习”，多数学校表现出犹豫与彷

徨。 

综合性学习可以理解为是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通过实际体验将其转化为生活智慧和生存能力，是以教

育内容生活化为目标的一场运动。如果学校实施这一方针，而社区、家庭方面毫无反应的话，综合性学

习则很有可能蜕变为仅仅是学校的一门课程而已。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出担忧学生中考、高考实力

下降的意见。这牵涉到人为什么要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实力这一根本问题。应该把全日制学校每周五天

课程教育里设置每周三小时综合性学习课时一事，看作是将教育主体和实施教育的场所交还给民众的一

个契机。民俗学以村落或地域社会的民俗及文化传承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对民俗学科来

说，综合性学习不属于本学科开拓的事业范畴，但其内涵关联到民俗学科存在的目的问题。本文拟对民

俗学科应采取的对策投石以问。 

二 

孩子们身处的教育环境的恶化，如教育机构的迷惘、教育现场的混乱、校内欺辱他人的行为以及家长们

的困惑等等，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颁布学制以来，现代式学校主要致力于消灭

农村失学户和贯彻、充实义务教育制度。换言之，从广义的文化传承功能角度解释教育一词的话，现代

社会的学校教育只是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同义词，

甚至人们以现代学校教育看作日本现代化成功的范例。 

现在，承认学生拒绝上学现象的存在甚至酝酿改定教育基本法，重新审视学校制度已成大势所趋。现代

化学校制度的失败，显现出现代化社会停滞和僵化的冰山一角。具有新老世代之间文化传承功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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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功能，传承与接受传承的两代人之间则会产生价值观的差异。也就是说，当教育问题

惊动世人注目时，表明文化传承的进展已出现了不顺。 

与现代化学校教育不同，乡村里自有一套培育人的传统教育方法（参照图1）。早在1978年就有高桥敏

《日本民众教育史》一书把教育问题与民俗、与传统教育比较对照，从相对化视角论述了这一问题。小

国善弘2001年的《民俗学运动与学校教育──民俗的发现与民俗的国民化》则是一部从正面论述该问题

的力作。该书论述了国民教育为近代日本社会培养现代化国民、实现国家一元统治发挥了作用。他通过

分析民俗学者个人的研究倾向，指出民俗学既显示出强调地区多样性的地方主义志向，又具有与同一化

的民族主义相关联的特征。现代化制度是一种把村民改造为国民的制度，其中义务教育和兵役在国民均

一化方面起到极大作用。这部以描述担负着实施将村民们转化为国民的教育程序的学校教师是如何在村

落习俗和国家学校制度之间苦战恶斗为主题的著作，不仅扬弃了教育史与民俗学，它还提示人们重新

思索所谓日本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 

三 

20世纪30年代，处于“昭和危机”② 之中的教育界大兴乡土教育。文部省还向师范学校下发乡土研究

设施费，以开展乡土教育活动。此时，柳田国男极力提倡“乡土研究”，与当时的乡土教育划了一道分

界线。柳田在《乡土研究与乡土教育》一文中指出，乡土教育的缺点在于只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强调乡

土研究则不然。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文章也出自《乡土研究与乡土教育》。其中还有一节常被人们引用

的话，“并非要研究乡土，而是要在乡土里研究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整

个民族的过去。要在各自的乡土上透过乡土人的感觉意识去重新认知它。”这就是乡土研究。此外，柳

田还强调乡土研究具有非乡土之人无法感受到的特性，因此乡土人研究乡土这一点格外重要。有学者论

证过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论正是从与乡土教育运动的对立中形成的。 

秉承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意向，1935年成立了“民间传承会”，160多名首届会员中有20多名小学教

师。该会的成立宗旨里这样写到：“民间传承之学问，目的在于通过认真地观察以及对所收集的资料进

行精密的比较研究，回答国民对社会生活的许多疑问，并通过这种研究对国民生活将来的发展提供实

证”。（1953年5月）其宗旨强调了在研究基础上的社会还原问题。 

人们说柳田国男的多数论著是以学校教师为读者对象而写的。竹内利美氏认为乡村的发展取决于正确认

识生活传承，他和小学五年级的55名学生一起用一年时间调查村落生活写成的《小学生调查的上伊那

川岛村乡土志》，作为涩泽敬三主编的阁楼博物馆（Attic.museum①）丛书第一册出版。当时身任大阪

府下取石村小学教师的著名民俗学者宫本常一也与本校六年级学生共同调查，编写了村落、故事与传

说、生活作文三部曲的乡村生活志（1936年出版发行）。宫本是一位以其一生体现了民间传承会成立

宗旨的民俗学者，他的民俗学出发点是小学教师，并受到师范学校恩师森信三以及芦田惠之助教育运动

的极大影响。 

战后，和歌森太郎的历史教育、柳田的社会科② 都继承了这一传统。1978年政府修改学校学习指导大

纲，建议把民俗学的成果运用于中学社会课程和高中日本史课程。与此相应，日本民俗学会专门成立了

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民俗学与学校教育》也于1989年出版。但报告书并未提出类

似民间传承会成立宗旨那样的建设性意见。 

四 

柳田国男与高木敏雄于1913年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下面一段话并非与30年代的乡土研究直接关

联，但是在论及乡土志编撰意义时常常被引用。“明确每一处乡土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它有怎样的约束

和行进的方向、它在怎样的环境条件下生存，有志者应以此材料为基础探讨今后怎样使乡村得以存续并

日益美好”。（《乡土研究》，1914：2-7） 柳田民俗学始终贯穿着经世济民之学的观念，并认为在坚

信过去（祖先）·现在（自己）·未来（子孙）之连贯性的前提下，在展望将来时可以向当事者们提供

基础资料和可资判断的资料。柳田民俗学并不高喊口号率先去行动，他的态度是促使有志的乡土人士的

觉醒和奋起，由乡村里的教师们和有志的青年人实施乡土研究。 

以上简要介绍了民俗学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记住，日本民俗学会的前身──民间传承会是由

热心的小学教师们支撑的。他们了解乡村的过去和现状，为了乡村的发展调查乡土、研究乡土，他们使

乡土研究的性质和目的进一步明确，促成了柳田《民间传承论》（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法》

（1935年）的成书以及柳田一国民俗学论的形成。 

今日的日本民俗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柳田民俗学，然而无疑它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很大部分。但是它没有

继承下来柳田民俗学所具有的经世济民的抱负和实践性。为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

学科为伍，它过于追求本学科的科学性而失落了最为重要的本学科的学术目的。今日的日本民俗学止步

于满足从事各种课题研究。 

在此提一些个人小事。我本人于1970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方法论教研室民俗学专业。当时那

是国立大学里惟一的作为一门独立专业的民俗学教学之地。在研讨会和大冢民俗学会上人们争论常

民、重出立证法、民俗周圈论、民俗地图、民俗变迁等民俗理论问题，民俗调查的方法论也日渐完备。

我与他人一样奉读了民俗学入门必读的柳田国男的《青年与学问》、宫本常一的《被忘却的日本人》，

同时在追求科学性的学问派倾向和学问救世的实践派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当时校园斗争的时代，各个

学科都发出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学问的疑问。农学部综合农学教研室以建立立足于农民的农学为目

标，在成田设立了研究分室，开发参拜成田不动明王的纪念特产咸菜、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疗法引



入正式医疗方式、实验可以解除疲劳的麸糠浴等等。语言学研究室于1972年至1975年创办了6期《走向

田野》，在创刊词里强调了亲身经历生活的重要性：“脱离既成的语言观、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受

来自书本的间接性知识的束缚，投身于活生生的语言环境，在直接性语言经历的基础上认识语言，这是

研究生活语言最重要的一点。现代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疲于学习、掌握大量的间接知识，已经没有

余力实行源于直接经历的实感性研究。”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甚至提出了丢弃书本走进田野的极端性理

论。身处其中的我，开始自问作为本是一门在野学科的、以乡土研究为起点的民俗学科的学子，单纯把

田野作为调查的场所是否正确。 

五 

我和伙伴们于1971年开始在山形县行动，行动的契机是与远藤太郎的相识。我们的活动记录《走访置赐

──米泽市六乡町周边》登载在《走·看·听》247号（1987年）上。远藤太郎氏是个农户，他在村子

里办了一个民具馆，同时有感于农村的落后根源在于教育，他又出资兴办了山形县农村第一个幼儿园。

我觉得一位农民民具捐献者的诗句：“手把豆、额汗流、辛勤耕作，看往昔、古人们、珍宝无数”与宫

泽贤治“世界整体不幸福个人无法幸福（宫泽贤治，1926）”的接点是远藤老翁的思维发端。当我发现

宫泽贤治的这句名言和柳田国男“学习仅对自己有用的学问，人类社会整体不会由此得到改进。不稍许

放开眼界，本着助人之心去读书想事的话，下一代不会比现在的人们幸福（柳田国男，1926）”这段

话宗旨相同、并且两书于同一年出版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当民具整理告一段落后，1976年在村里设立了农村文化研究所。它是一个米泽盆地地区农民们了解自己

的过去、现在并考虑自己将来的场所，置赐民俗资料馆是该研究所的附属设施。出任第一任所长的是置

赐民俗学学会会长江田忠。他还是一位知名社会教育家，他曾经着手把当地妇女们聚集聊天的生育讲习

会改为顺应时代的年轻主妇学校，讲授烹调以及举办读书会等，并把这一活动推向全国。 

农村文化研究所只是一个设在乡村里的小小的研究所，但是它在发行所刊、馆刊、研究纪要之外，还努

力发掘本地文化，刊行了《置赐民众生活》、《小国民俗风土记》等书刊。此外，该研究所得到丰田财

团资助开展的《从小字地名分析农村社会空间──米泽市六乡地区事例研究》还获得了银奖。1997年，

他们长期保存与研究的“置赐山岳登拜习俗用具及行屋”被指定为国家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现在，

每年夏天研究所举办文化讲习会，从民俗学角度探讨该地区现存的各种问题。我本人一直担任讲习会教

授，此外有教师讲述传统有机农业有可能成为保护环境的最有效的现代农业、故事研究家指导人们如何

读书等。通过这些活动，民俗学学子们痛感那些立志改变村落面貌的生活改善委员、农业改良普及员、

保健员、公民馆主事们都认为与古风紧密相连的民俗是移风易俗的对象，如果不明确认识民俗调查的目

的，自己就会被看作是单纯的守旧派。首先，他们必须回答村民们“调查那些旧事旧东西干什么”的疑

问。如果谁不能回答，我想他最好使用前面那段柳田国男的话。 

六 

话题再回到综合性学习上。与置赐民俗资料馆相邻的米泽第六中学自1975年以来，每年的文化节都要举

办以“了解家乡”为题的活动。置赐民俗资料馆全力协助学校做计划、出借民具、派遣讲师或承担当

场回答问题的工作等。每年文化节会场设有公开座谈会并上演以研究内容为题材的剧目，观众除了该校

学生的家长们之外，许多当地居民也前来观看。会场上祖辈或父辈们担任讲师，尽力地向子辈、孙辈讲

述乡土文化的精华。经过多年的积累，这些内容结晶为出色的民俗志，这是与来自他处的民俗学学生调

查之后写就的民俗志的根本不同所在。置赐地区盛行本地居民撰写自己的乡土志，大字单位基本都完成

了各自乡村乡土志的编撰。这正是所谓乡土人研究乡土。 

每年文化节，各个班级“了解家乡”的调查研究都编写成简要的报告书发给学生们。作为参考，此处将

十几年来的部分研究报告题目记载如下： 

1975年①：《生活里的道具》、《成岛研究》、《六中学区今昔变化》、《水稻种植今昔》、《昔日的

游戏》、《农业今昔》。 

1976年：《稻秸工艺研究》、《神社传说》、《日常生活今昔》、《成岛研究》、《本地传承故事》、

《石碑》、《机械的普及与伟人》。 

1977年：《传统药物》、《民间故事》、《明治·大正·昭和的饮食》、《方言研究》、《年节习俗

的今昔变迁》、《收割与祭祀》。 

1978年：《农家孩子帮父母做事及游戏》、《照明和取暖的今昔》、《豆类研究》、《大米之外的农业

副产品》、《过去的农具·今日的农具》、《种稻今昔》。 

1979年：《制作地图》、《四地区的历史》、《我家的历史》。 

1980年：《制作地图》、《村落历史》、《我家的历史》。 

1984年：《小字地名的由来》、《研究内容的漫画和图表》。 

1985年：《小字地名的由来》、《上演地名剧》。 

1987年：《农业研究：农业今昔》、《少年时代帮助家庭做事》、《农具的历史》、《昔日的农业工作



服》、《肥料今昔》、《豆类研究》。 

《今昔生活研究：战时生活》、《取暖设备变迁》、《照明的历史》、《日常生活今昔》、《稻秸工艺

研究》、《有关寺院与神社的传说》、《地名由来研究》。 

学生们用图表、一览表或各式插图细致地分类表现上述各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甚至做实验验证从父辈祖

辈那里听来的传统生活内容，结果证实某些传统的方式更具有合理性。上述研究报告多具有这样深刻翔

实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学生们在文化节之后的感想作文里，叙述了他们在小学时期就知道和向往参加六中“了解家乡”文化

节，以及亲身参加对本乡本土文化调查研究之后的感受。可以说，“了解家乡”已经成为人们发现当地

传承文化的“场”了。 

七 

前往他乡的人，其对故乡景象的记忆里往往有小学校舍。居住在当地的人虽然家里不再有学龄儿童，但

人们作为当地中小学的毕业生与学校仍然保持联系。学校的秋季运动会也曾经具有地区秋季大会的性

质。随着少子化、高龄化和地方人口的减少，地区中小学承担起曾经由家庭和村落担当的传承之“场”

的作用，人们开始使用学校文化一词。如果说“传承”是由空间性的、横向运动的“传达”与时间性

的、纵向运动的“继承”两词合成的，作为今日文化传承场的学校，则担负着代代毕业生──在校生纵

向联结的重要作用。 

在今日的信息化社会里，知识的传递借用电脑等各种电子工具，可以在一瞬间把信息超越地区广域地传

递开去。然而，知识只是知识，它以适合该地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形式，通过逐渐形成的地域性

的过滤才能变为生活的智慧。民俗学曾经有过讨论，认为流行与风俗是由地区整体选择接受、经过大约

三代人之后才民俗化的。我认为地方的民俗博物馆起到了这种过滤器的作用。 

日本民具学会的设立宗旨在于“开展民具研究、同时注目民具本身，理解日本人生活的原点，将其作为

教育国民的方法。通过推进保存、研究民具的活动，有益于日本人今后的生活改进。”（1975年）它与

民间传承会设立宗旨惊人地相似。地区博物馆的馆员① 有许多人是民俗学会或民具学会的会员。 

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社区学校与社区博物馆携手，重新组合、形成社区传承场的中心的问题。本文主要叙

述了农村地区的事例，其实在我曾经住过的东京内一个区也曾尝试建立一种综合设施，把老人福利设施

和学童保育设置在小学校内，使其具有场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