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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学术史的大度与厚重

──读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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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目前，以民间文学为重要主题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应该说，民间文学学科可以为之

大显身手，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发挥得天独厚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应的寂静，不无遗憾，整个学科在相当严重的

程度上被隐没于民俗学之下，成为一种尴尬。  

    刘锡诚在年轻时代就曾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宣传，出版过《苏联民间文学四十年》等著作。今天，七十多岁的他又以亲历

者的身份，含辛茹苦，埋头数年，厚积薄发，出版了这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及时而详细梳理了从20世纪初叶到20世纪末这一漫长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如

何从近代学者的文化启蒙的知识体系中受到梁启超、鲁迅他们的青睐，又如何成为新史学的重要材料，继而影响到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

新文学，特别是在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这一学科在科学与民主思想发展中的非凡品格。刘锡诚完整而清晰地勾勒了

这一渐进与突变的过程，揭示了许多学术现象的实质问题，让世人不仅看到了民间文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奋斗历程，而且能让人深切感受

到这个学科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从清理学术史的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福音。这部著作给人最深的感受

有两点，一是史料的翔实完备，一是史识的卓见。  

    史料无论是哪一种史著都是必须的，然而对于民间文学学术史而言，史料的挖掘、钩沉、辨析与甄别、厘定的意义又更为特殊。刘

锡诚是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亲历者和重要领导组织者，他不仅留下了对一些重要事件记述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相当一个长

时期对这个学科的曲折发展深入思索，进行了艰辛的史料甄别与细致的搜集整理。回顾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民间文学卷》等著

述，便可看到这一切并不突兀，包括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史料的保存，对薛汕、程憬等人对民间文学的贡献的论述，都是一种发

现。我们的新文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研究，历来重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阵营的学者与作家的贡献，二元对立的学术立场使许多问题庸

俗化、简单化；刘锡诚不惟从某一个方面来论述，而是正视文化发展的多元事实，耐心梳理出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立与发展

的真实历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史识来自于史料的掌握，更离不开对史料的理性把握。刘锡诚对许多学术现象与学术事件所表现的慧识都是建立在这种冷静的学理

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之上，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启发和思索，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其结合史实对我们的批评对于学科的发展更有

益。这就是对叫好声中的指瑕，对忽视和冷落中的提醒。刘锡诚更多地是肯定了他们对学术命题突破性的贡献，然后给予相应的说明。

这是认真的，包含着尖锐；这更是温馨的，体现了一位学术界长者的忠厚。奖掖是目的，但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更应该是我们中国民间

文学学科的良好氛围。《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大度与厚重是我们难得的一面明镜。  

    在这部百万言的巨著中，作者对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关注和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关注也是其鲜明特色。这两个方面

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前者是我们张望世界、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窗口，否则我们的学科就没有深

入发展与重要突破。特别是后者，我们尤其受益匪浅，这既是我们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重要特色，更是我们的学术难题。作

者用大量笔墨，凭着批评家特有的敏感对地域性问题、民族个性问题、学科发展瓶颈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当然，建立多

元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许多问题是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所表现的冷漠与生疏都严重限制了学

科的迅速发展。这部著作能给我们启发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提醒，给了我们激励与鼓舞。我相信，自此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会有更大的飞

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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