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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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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因其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它时，

这些延续、传承着古老文化的口头传统逐渐在我们的视线中鲜活起来，传达出大量的文化信息，吸引着各民族的年轻的学者。当理论界

的人士还在激烈地讨论是否需要“告别田野”之时，我们研究所的“口头传统研究基地”的学术架构已经初具规模，并很快显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 

  在民族文化传统保留较好的民族地区，建立“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学研究者来说，最为积极的意义在于学术理念

的更新，学术思维的活跃。我们一直在接受着专业的学术训练，不断学习着各种理论，头脑中储存了大量的学术概念和术语。可当我们

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民间文学的各种现象时，常常会感到颇为难受，很难做出很到位的阐释。用“口头传统”定义我们的民

族民间文学的内涵，原本属于“活态文化”的各种文学现象便具有了真正的生命力。我们的青年学者在研究基地的田野调查，不仅仅是

获取“文本”，记录“表演”情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接触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民间艺人，在充满神性与崇高的艺术氛围中，

感受着艺术创作的实际过程。这是一种真正回到文学创作的生命原点的极佳状态，是对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力的最为直接的领悟和把

握。 

  我们的青年学者之所以对扎鲁特基地的民间口头说唱文学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力，也恰恰得益于以往的学术训练，较为宽泛的学术视

野，和较为扎实的基本功，使得他们能够在新鲜的文化信息刺激下，全方位地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重新发现原有知识体系的内在价

值，生发出全新的学术体验和感受，提升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阅读本期通讯的文章，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学术激情，一种

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基地的建设正是遵循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科学研究的理念，充分发挥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 

  民族民间的口头传统大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往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大都是强调其“集体性”而忽略了众多的、

创造性极强的、富有个性的民间艺人。我们现在倡导“以人为本”的学术理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尊重民间艺人艺术创作，在最

为接近原生态的文化氛围中，借助艺人的现场表演，尽可能多的还原口头传承的细节。我们的研究者也决不是一台没有情感的“摄影

机”，在忠实记录一个演唱过程、一种仪式的过程中，必须有自己的感悟，有现代学术的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庆幸还能够有自己的研究基地，还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田野之风，还能够面对面地与民间艺

人进行情感的交流，还能够在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中寻找到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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