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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
文库》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石玉洁）8月3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
研究院、齐鲁书社联合主办的“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
术文库》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书记、中华美德教育学院书记
李平生教授主持会议，山东大学《民俗研究》主编、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
士闪教授介绍了丛书编撰情况，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教授、齐
鲁书社总编辑傅光中先生分别致辞。与会学者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
学科视角，共同探讨中国社会中的礼俗传统及其运行机制。

　　

《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近日出版

　　张士闪介绍说，《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选题主要
是来自民俗学、民间文学和相关专业的偏重田野研究的博士论文，还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的结项成果，先期出版6册。他认为，这套田野丛书深深植根于山大民俗学的深厚传统之
中，是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闻一多、丁山、冯沅君等为代表的民俗传统的延续，并
直接受益于80年代以来关德栋、李万鹏、刘铁梁等一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他将这套丛书视
作敬献给他们的一份学术礼物，并向以刘魁立先生、乌丙安先生为代表的诸多专家学者的

 首页 >> 社会学 >> 学术动态

 标题 

2020年08月12日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清俐 石玉洁 字号

http://soci.cssn.cn/qt/ydkhd/
http://soci.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www.csstoday.net/Category_143/Index.aspx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http://soci.cssn.cn/
http://soci.cssn.cn/shx/
http://soci.cssn.cn/shx/shx_xsd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doZoom(18)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支持表示感谢，对齐鲁书社、山东大学领导所给予的指导与支持致谢，并特别对具体参与
本套丛书策划、付出无数心血汗水的刘铁梁、赵世瑜二位教授致谢。

　　齐鲁书社总编辑傅光中先生致辞说，作为国内民俗学的研究重镇，山东民俗学界长期
坚持“走进田野，从田野中理解中国”的研究理念，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这次出版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丛书是对相关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以“礼俗互动”的学术眼光，广泛研究梅花拳、烧大牛、扮玩、老人会等乡村传统，
既有理论研究的高度，又有田野调查的深度，代表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较高水准。

　　山东大学校长助理邢占军教授首先向张士闪教授主持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
库》的问世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山东大学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推进情况以及近期发展规划。
他特别提出，新时期以来的山大民俗学，坚持以村落为单元的田野研究，致力于田野、文
献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兼顾民俗学基础理论探索和服务当代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一直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个专业”。他表示，学校以后将给予民俗学科和
《民俗研究》杂志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并期望通过这次研讨活动，促进山大民俗
学发展更快，特色更加鲜明。

　　随后，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教授和张士闪教授的主持下，与会学
者展开了学术研讨。

　　从田野中理解中国

　　20世纪初，一场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揭开了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序幕。
中国民俗学从诞生之初，就将与传统之“礼”相对的“俗”作为研究对象。“民俗学的研
究价值在于，弥补以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其他们日常生活的忽略。”山
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刘铁梁认为，中国的民俗学者应该扎根中国乡土社会，多与老百
姓“打交道”，尊重文化主体，从民间语汇和民间的智慧中重塑民俗学理论，以理论和实
践紧密结合方式思考完整的中国文化形态。

　　中山大学教授刘志伟表示，中国民俗学运动最初兴起于历史学者走向民间，试图从老
百姓生活逻辑中去发现礼是如何在民间落地。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不仅是一场范式革命，
也意味着历史学研究的传统话题需要在俗之中去再认识。但是，在具体的田野考察中，也
应避免盲目用“礼”的知识体系固化理解“俗”的现象。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王晓葵认为，在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代，“在田野中理解中
国”之“田野”，不仅仅是乡村，也包括城市，当某种文化要素发生变化或者转移，可能
会产生新的生活形态。每一个村落的地域性研究应该和宏大的叙事目标相结合。大量的田
野调查，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能性，为我们理解中国提供更
多的启发。

　　礼俗互动作为学术分析工具

　　如果说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从“礼”走向“俗”，那么近年来由山东大学教授张士闪、
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等学者在学界发起的关于礼俗互动话题的讨论，则试图重新发现礼与
俗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运行机制。

　　张士闪认为，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地
方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
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观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
制内部的脉络畅通，因此可以立足田野，放眼古今，“在礼俗互动中理解中国”。

　　对于中国礼俗传统样态及其作为学术分析的工具，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北京大学教
授高丙中认为，以礼俗互动来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兼顾结构与过程的分析方法，循此路
径可以推进中国文明史的叙事模式研究。在当代社会，礼俗是以嵌入现代体制与国家机制
的方式存在和运行，依然在发生重要作用。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泳超看来，以礼俗这两个传统概念作为基本分析术语，以互动提供
基本的理论框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阐释力。礼俗表示社会文化序列中的高低关系，在历
史过程中呈现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关于礼俗互动的多元性和多层次各种机制的产生，蕴藏
着极其深广的学术发挥空间。

　　齐鲁师范学院教授刘德增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往往表现为礼与俗的和谐相融。一方
面，民众对礼的主动认同，代表了国家治理和民间自治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礼俗之间又



会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互动与转化，国家治理层面也会顺应民间需求使得俗变
成礼。

　　中山大学教授宋俊华认为，礼俗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人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人关
系的规范化诉求，并更多地表现为“一”和“多”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礼发挥规范和统
一文化认同的功能，而俗则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体现为多样性的存在。如何把传统礼
俗转化到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尤其是与法治社会融合，需要学界基于礼俗在当代的演化进
行考察，为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中山大学教授刘晓春提出，需要避免因将礼俗局限于社会现象或社会二元结构的考
察，而导致对礼俗文化理解的表面化。事实上，礼俗普遍存在于社会，不仅仅是乡村，对
礼俗概念的运用需要超越现象化的理解。

　　“以礼俗作为一个互补的结构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体建构，有利于提供思考的架
构。”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需要考虑到“礼野通变”的结构，即在俗文化研究中，关
注与文明驯化保持更大距离、具有本真性和自发性的“野”的重新在场。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杨正文提出，就中国社会的民间礼俗实践来看，精英的民俗实践所
发挥的国家治理功能值得注意。从这个角度而言，对礼的研究也就是对精英“以礼化俗”
实践的研究。礼俗互动需要关注地方精英是如何在乡村发挥影响力，由此考察中国社会的
建构。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赣丽看来，礼俗互动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底色。随着社会的变
革，民俗的概念也在不断重新建构。未来的民俗学田野研究应该更具时代性，不仅仅关注
仪式化事象，还需要看到一种日常的礼与俗，观察特定时期地方社会中包含了传统与现代
等多元素的交融样态，从中理解民众的生存需要与生活智慧。

　　创建中国民俗学派的愿景

　　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人起，创建中国民俗学派就成为众多中国民俗学者的愿景。刘铁
梁认为，立足以民俗学为本位的传统，立足田野调查，以跨学科视野建构民俗文化学，是
中国民俗学派形成的必由之径。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永林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兴起田野调查热潮，并在近年
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具体体现为，学者长期蹲点乡村，深入民间调查，注意与民众
之间的视域融合与文化同构，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为实证研究与“有温度的田野”的同构，
并基于社会现实努力促进民间自治与国家管理的同构。对这一研究风格，他认为或可称之
为“新乡村田野派”。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李松认为，民俗学应该是致力于促进民众生活不断完善美好的学
问，时代呼唤中国民俗学，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爱东提出，在田野研究中围绕对各类主体关系的理解，中国
民俗学者正在试图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范式，涉足新的领域，而包括村际关系在内的生活
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

　　最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书记、中华美德教育学院书记李平生作总结发言，以
“高度、宽度、厚度、深度、温度、热度”——六个维度高度称赞这次研讨会，对各位学
者表示感谢，期望将来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也对刚刚完成山东大学民俗学（含民
间文学）暑期学校学员全程参与研讨表示感谢。

　　据悉，《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是国家出版基金2019年度重点项目，目前已
由齐鲁书社出版6册：《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张士闪著），《礼俗互动：中国
社会与文化的整合》（赵世瑜、张士闪主编），《扮玩：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朱
振华著），《空间、边界与仪式传统：潍北的乡村生活》（李海云著），《个人叙事与地
方记忆：路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张帅著），《梅花拳与乡村自治传统：冀南北杨庄考
察》（张兴宇著）。本次论坛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与齐鲁书社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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