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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关于都市民俗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在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研表彰暨省民俗文化协会第二届年会上的讲话

  作者：陶立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07 | 点击数：324

 

各位参与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研的民俗学同仁，各位领导：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成立以来，作了许多理论和务实的工作。目前全国范围内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热潮，河北独树一

帜，将城市新风调查提上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战略转移。说明在新的形式下，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都市民俗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建立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任务提上日程。河北的同仁先行一步，这是值得赞许的，值得我们认真地学

习。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关于都市民俗学 

        过去中国民俗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广大的农村，对都市民俗的调查研究不够重视。全国很少有像河北这样对百城新风做调查的，你们是

第一个。今天上午的表彰大会，河北全省参与考察的同志都来了，有的受到了隆重的表彰。省文明办等单位的领导还讲了话，说明河北省领导对

这项工作的重视。此次会议还表彰了河北省首届十佳民俗文化人物，这在别处也不多见。为此我很有感触。河北省是民俗文化大省，文化积淀很

深。大省有大省的气派，在省民俗文化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百城之间展开全面新风尚考察，很快完成56个县的调查和一部分大中城市新

风考察，成绩十分显著。记得在20多年前，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河北省的工作也做得最快、最好的，可见河北在民俗考察方面有着很好的经

验和传统。 

        都市新风考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课题，应该作专门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提高。现在要我来讲，也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现在的社会的确是时尚社会。所谓新风，就是新的风尚，这种风尚是与传统相衔接的，是很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问题。民俗学的研

究，过去只是在农村做调查，城市风俗的考察一直顾不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 

        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民俗学是什么样的学问？这很难下一个定义。民俗学的研究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

从实际出发。简单的说，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学问。过去对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有争议，有人想把民俗学改为“风俗学”，认为风俗学的

领域比民俗学要广泛。钟敬文先生曾提出过“中国民间文化学”的概念。“民俗文化”在现在的社会中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民俗学研

究的领域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时至今日，西方文化人类学派的“遗留物”观点的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完全消失，当前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多少还与它有联系。过去把民俗学看成是历史的学问，眼睛向后看，似乎越古的越好，越老越值得挖掘研究。现在不一样

了。钟敬文先生在给日本后藤兴善等学者的著作《民俗学入门》作序时明确提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它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

历史的学问，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正像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钟敬文先生还指出：“民俗学的记述与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

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是说中国民俗学已经摆脱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时期。这种研究的转轨，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民俗

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僵死的学问，而是一种新鲜的、活泼的学问。 

        河北省百城新风考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抓住了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也把握了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民俗学只有面向现

实，才会有生命力。 

        看了河北同仁写的都市新风考察报告，尽管在考察方法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生活在都市，应该了解都市，了解

现代化都市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农村生活的影响。现代化都市文化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它是时尚之源，也是风俗之

源。今天你们的研究摆脱了过去文献研究的局限，大家在看现代都市人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在看都市新风之下，市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大家特别关注现代化都市生活给都市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看现象后边藏着的东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随便举例来说，比如在现代人的生

活中已经离不开手机这一工具了，似乎男女老少都变成了“拇指一族”。电影《手机》正是反映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活的深刻变化；都市的玩具

市场，玩具产品也在花样翻新，它对儿童的成长产生新的影响；网吧已经将电脑这一工具变成了玩具；传统的理发店变成了美容院、发廊；时装

引导着都市服饰文化的潮流，流行色、流行形成了人们追逐的时尚等等。都市新风随处可见。 

        百城新风大调研，这个名称起得非常好。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城市化正在推进。今后中国民俗学肯定会把都市民俗作为重点来研究。

都市民俗学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研究范畴。说到都市民俗学，它是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在都市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

问，现在被民俗学借用过来，进行都市民俗研究。都市民俗是随着都市的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它的历史十分悠久。从都市形成的时候起，

就有了都市民俗，都市人的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古代的都市正是在农村乡镇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

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很大程度上带有农业文明的特点。从民俗传承的角度讲，中国古代都市的市民，大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他们在转化为都

市市民的过程中，自然将农业民俗带入都市，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自都市形成之后，真正作为都市民俗文化的部分，是小手工业者的民俗

和商业市民的民俗，但它的主体仍然是农业民俗，这就是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的特点。中国古代记载都市民俗的著作很多，特别是到了宋代乃至以

后，有专门记载都市民俗的著作问世，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杨州画舫录》、《天津杨柳青小

志》、《燕市货声》、《天津皇会考记》等等。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是以农业民俗为主体的话，今天现代化的都市对传统都市民俗做了彻

底的颠覆。也就是说，在现代都市中，属于农业民俗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商业民俗。而且由于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的改变，交通的便利，都市常常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民俗学强调“现在性”，就不能忽

视都市文化对传统农业民俗文化带来的全面冲击。现在是都市民俗文化左右着农村文化，农村从都市文化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 

        都市民俗的研究是以现代化都市生活为对象的，而现代化都市生活往往受现代化生产和市民消费文化的制约，当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

时，尤其如此。和传统的都市生活相比，现代化都市民俗显得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随时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很难

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给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城市的婚礼，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

追求时髦，不断创新。又如都市的饮食结构没有变化，保持一日三餐制，但配餐方式改变了，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过度；服饰文化成为都市的窗口

文化；居住方面，传统住宅被小区住宅取代。单元住宅的居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小国寡民”，邻居锅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远亲不如

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都市交通民俗、民间职业民俗、都市信仰民俗、文化娱乐民俗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跟着变化。总之，现代都市民俗的研究，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需要新的方法去适应这一研究。 

        民俗学研究的田野作业方式，如何在城市展开，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支专门从事都市民俗研究的队伍，这支队伍要有训练，要提高

民俗学研究的素养。 

        现代都市民俗（广义上可以这样讲）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多元的，开放型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伴而生。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吸引了很多外资。外资是什么，是西方剩余资本。当西方的剩余资本大量进入中国时，同时会带来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的输入，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传统受到冲击，主要指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政府的行为是积极支持引进外

资，但没有考虑到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外来文化，政府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权意识决定引进外资的成败。 

        我们应该很好考虑一下，在都市新风考察中，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影响。 

        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有自己的规律可循，有自己的特点。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时尚，总是首先在都市的中心

地区形成和流行，然后向城乡结合部扩展，城乡结合部成为都市文化与乡镇文化的桥梁，在这里经过筛选，将先进的民俗文化传播到乡村社会。

所以都市民俗的研究，既要展开对都市中心社区的考察，又要特别注意城乡结合部的考察，因为现代民俗与传统民俗正是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冲

突，或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融合。城乡结合部是都市民俗向乡镇农村传播的桥头堡，它在都市民俗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都市民俗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城市新风考察中，必然会遇到传统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石家庄是一个新型城市，可以自由自在的发展，不受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在北京就会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两个月后，在浙

江西塘召开古镇古村落保护研讨会，探讨村落保护问题。当前城市化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下，许多文化名城已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开发商开始

关注古镇和古村落，古镇古村落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命运，必须及时加以抢救和保护。人们大概会问，古镇和古村落是谁保护下来的，是政府还是

民众，答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河北赵县的龙牌会，现在很有名气，但他是靠范庄村民的集体意识保护下来的。江西的流坑，是一个古老的村

落，同姓村落，居住的是董仲舒的后人。这个村落出过很多的秀才、举人和文武状元，有着很好的文化传统。建筑是明清时代的建筑，古香古

色，保护完好，靠什么力量保护了古老的村落，靠宗族的力量。现在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资源。 

        我们再看看北京，它已经成了现代化的国际化都市，但这种现代化是以牺牲北京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北京是几朝古都，留给我们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但在旧城改造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许多学者说，北京的城市建设是一大败笔，一点也不过分。我曾

经遇到一位法国城市保护学者，他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多次来过北京考察。我请他谈谈对北京的印象，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一个

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一个月，他可以写一本书；如果呆一年，只能写一篇论文；如果呆十年，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在北京久居的人，面对



新老北京的变化，真的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给了我答案，他说，就城市传统文化保护来讲“北京是一个无知的城市，是一个失职的城市。”这

句话给我的刺激很深，至今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无知，又是谁失职呢。联想平遥古城的保护，定海文化名城的消失，真是感慨万千。所以我们在

进行河北省城市新风考察时，要对文化古迹，代表城市名片的遗存，要倍加珍视，对有文化价值的东西，不要轻易破坏。现在国家建立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河北省上报了70多项，通过了39项，在全国属第四位，这就不错了。据说广东、浙江、贵州获得的项目更多，这是很好的局面。非

物质文化遗产谁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非有四种力量：政府、专家、企业家和传承人。保护最后要落实到传承人身上。政府只能做好

服务工作，制定政策，包括立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变为政府行为，才能行之有效。但政府不能包

办代替，最后的保护还是要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传承社区。不能把他们的关系搞颠倒了。专家的作用是通过田野考察，通过科学的认

证，告诉政府和传承人，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值得保护，对如何保护提出建议。专家的作用只能是这样。现在有许多的策划公司，

专门进行民俗文化的开发与策划，大家要小心，别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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