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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呈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深化的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

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民俗学有什么独特的研究

方法？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在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前民俗

学界关于学科方向、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争论一直不断，民俗学也在争论中探索前行。

近日，记者围绕民俗学学科建设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传统民俗学研究偏重人文学科

　　民俗学在西方诞生之初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尹虎彬看来，从世界各国民俗学的历史传统分析来看，民俗学研究首先重视的是材

料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文学科是中国民俗学的定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在《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一文中曾谈到，中国民俗学从20

世纪2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舞台展示其成就。在这

一时期，偏重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取向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在他看来，《歌

谣》周刊成为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专门刊物，不是偶然出现的，源于中国民俗学长期处于

人文学科的定位。

　　尹虎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现代民俗学从国学传统中汲取了探寻民族文化

振兴的力量，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许多大家也主要是出身于文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

其中以文学领域为主要人员构成，民间文学是其重要的成果。

　　就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大多呈现出人文学科的特性。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郑土有告诉记者，神话学派的历史比较研究法，芬兰学派的历史—地

理研究法、类型研究，口头诗学的程式研究等有影响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几乎都源自对民间

文学（神话、故事、史诗等）的研究。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效群认为，与社会科学取向的民俗学研究相比，以民间文学为

主体的审美方向的民俗学研究一直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发育相对正常。目的在于探讨口头

传承的民俗的艺术特点和美学风格，展示民众的艺术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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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呈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

　　从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

　　近年来，民俗学界不断重视实地调查，从侧重文本分析转向通过民俗理解当下的社会

与人，把对象从奇风异俗转向生活整体，侧重于对当下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学者认

为，中国民俗学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其学科属性问题近年来成为民俗

学界争议的话题之一。

　　郑土有告诉记者，从中国民俗学诞生开始，民间文艺就包含在民俗当中，不可否认两

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属性、特征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一般

认为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民间文艺学属于人文科学。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两者混在

一起，常常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他建议，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将两者单

列，形成两门学科。

　　记者了解到，当前民俗学界有的把民俗学定位为人文学科，有的则定位为社会科学，

还有的定位为人文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不一而足。尹虎彬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民俗

学是人文学术的一个领域。在他看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虽然给民

俗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民俗学所关注的许多具有人文底蕴的事象，比如民间信

仰、民间文学、仪式生活等，研究者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民俗学是理解民众

生活和心理行为的学问，这些仅仅靠实证科学主义难以解决。

　　“人文学的民俗学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仍然是中坚力量。”尹虎彬说，当前民俗学的

大量成果仍然出现在民俗的各个专门领域，如神话学、史诗学、故事学、口头传统研究

等，这些专门领域的人才辈出，理论和方法论日趋成熟。

　　近年来，一些民俗学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实际上的社会科学方向

的研究，但同时强调民俗学与人类学的不同，强调民俗学的主体地位。吴效群认为，当前

社会科学取向的民俗学发展面临困境：在强调民俗学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却又在学科属

性、学术目的、学术规范方面提不出建设性的认识。

　　高丙中则认为，民俗学应该是多学科定位，在他看来，民俗学是一个能够包容，也能

够不断进取的学科，是同时具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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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呈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

　　探讨民众独特的文化观念

　　面对日渐扩展的民俗学研究对象，未来中国民俗学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应该如何创

新？尹虎彬告诉记者，民俗学要探讨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如何保持我们的历史传统，如

何实现新旧结合。

　　“中国是人文历史传统深厚的国度，多重维度、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入世界民俗学

的宽广道路是我国多民族民俗学的历史走向。”在尹虎彬看来，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将会

出现多学科相互参照和彼此融合的趋势。世界眼光、区域文化视野和地方性的人文传统是

未来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关注点，中国民俗学应以自身的人文底蕴为基础不断探索前行。

　　“随着世界交流日趋紧密，人们发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各个民族都有不少非凡独特的发

明创造。”吴效群表示，未来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探讨民众独特的文化观念及文化创

造，进行知识论意义上的总结。在他看来，知识论方向的民俗学大体说来属于人文学的范

畴，与史学研究有相似之处，但从文化推广的意义上讲，又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交叉。

这是一个亟待发展且大有作为的方向。

　　在郑土有看来，未来民俗学的发展重在学科体系建设，应根据中国的实际，进一步明

确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切忌“越界”、“贪大”，在总结、梳理近百年中国民俗学研究经

验的基础上，发现我们已有的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并进行完善和补充，形成钟敬文先生

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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