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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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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尊敬的木卡拉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成立和口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

《口头传统》研究专集的发布大会，首先我代表我院对中心的成立和专集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

贺！ 

  中国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中国各民族，也包括历史上

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各民族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尤以口头传统最能反映—个民族

的特点和风格，被称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各民族成员正是从这里获得伦理规范、精神信仰、社会历史知识和审美意识，它

具有巨大的人文价值，不仅为本民族人民珍视，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部分。 

  我国是口头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度，以史诗为例，我国的三大史诗流传地区，出现过不少演唱艺人，一些歌手的演唱曲目丰富，

篇幅巨大。可以说，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大特征。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的形成规律，对于史

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这部浩大的百科全书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丰富的口承文献资料。 

  对口头传统的研究的重视，在国际上是比较晚近的一个趋势。以往知识界，大多看重上层文化，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随着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民族的文化，是由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共同组成的，对哪一个层面的忽略或漠视，都

不可能对该文化从整体上加以正确把握。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尤其是对口头传统的重视，对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自觉，反

映了人类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逐渐加深的历程。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谈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话题，其含义

更为丰富深刻。文化多样性，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文化的认同等题目显示出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界正在努力限制文化霸权的扩张，修

正旧有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信仰和宗教的、国家和政治的、阶级和阶层的等等。 

  口头传统文化固然历史悠久，但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脆弱；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巨大

冲击，其中口头传统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为此，口头文化传统的研究和保护就显得格外急迫和重要。口头传统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

丧失；口头传统的消失，也意味着民族文化信息的丧失。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如果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化，

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丧失。”文化是民族的凝聚力，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护、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切不可停止

对口头传承文化的人文关注和学术研究。 

  我国对口头传统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探讨比较薄弱，但是我们高兴的看到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多年来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一是逐步形成了—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的研究队伍，二是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一批

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三是积累了大量的口头文学研究资料，包括各类音像文档、各种文字的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等。四

是通过加强对外交流，研究人员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1999年，民族文学研究所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

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美国)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

统研究专辑”(中文)和“口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辑”(英文)。 



 

  上述各项工作和成绩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现在他们正着手研究基地和网络的建设。这是

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包括资源的整合，人员培养规划，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我们相信，

口头传统中心成立后，一定会推动这些计划的有效实施。为我国口头文化传统研究开拓健康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预祝民族文学研究所

口头传统中心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断取得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称的成绩！从而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 

（录音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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