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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朝戈金的相关文章

· 朝戈金：徜徉在国际人文学术的园地里

· 朝戈金：中国“非遗”保护立法面临冲关之战

· 史诗与口头传统的当代困境与机遇——访朝戈

· 朝戈金谈贯彻十八大精神：建立民族文学研究

· 古典学今日仍具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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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艰辛成正果 严谨出精品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06-30  作者：朝戈金

　　看到《青海民俗志》清样后，我愿意为该书增一谫陋序文，有如下原因：一则是出于对这部皇皇百万言大作的敬意，再则是出于对

多民族的大美青海的感情，还有就是我对于志书的某种偏爱。

　　我曾多次前往青海参加学术文化活动，对这片美丽的土地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族民众，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概而言之，青海地处

祖国西部，生态环境禀赋特别，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三江源头”“中华水塔”；文化传统悠久灿烂，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之一。自古以来，羌、汉、鲜卑、吐蕃、蒙古、回、撒拉等民族繁衍生息于

此，特别是元明以来，汉、藏、土、回、撒拉、蒙古等六个世居民族杂居共处，多元共荣，形成了青海类型多样、多彩多姿的民俗文

化。这些民俗文化既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迈入新时

代，建设新青海，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滋养涵育。

　　民俗文化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内属于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享用人数最为广泛、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历来受到学

界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俗学在中国学界应时兴起，许多著名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民俗文化的研究中。尤其是改革开

放之后，在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民俗学家的带领下，中国的民俗学蔚然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而在新世纪的十多年

里，中国的民俗学发展迅速，学术研究深入提升，而且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民俗学俨然成为中国学林中的显学。

　　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文化的一种研究范式和书写模式，历史颇为久远，古代就出现了一些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记录

各地民俗事象的著述。但是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志则是随着民俗学理论方法的逐渐成熟而出现的，一批民俗学者把民俗学的基本原理自觉

地运用到各地民俗志的编纂之中，进行着民俗志撰写的实践探索。

　　《青海民俗志》就是在这样多方面的历史现实中应运而生的。我翻阅这部百余万字的民俗志，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对青海地方民俗文

化做出忠实记录和深度描写的著作，而且是对民俗志书写模式做出独特视角的书写探索的创新性成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点。

　　本志在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和现行的地方志体例有机结合方面做了探索。我所见到的一些国内民俗志，大致上有两种趋向。一种是

侧重于民俗志理论的创新实践，与现行的地方志模式差距较大，所以较难融进地方志的编纂系列；另一种是机械地按照现行地方志体例

撰写，由于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和地方志格式化的矛盾，使得这类民俗志又缺乏民俗文化个性。《青海民俗志》则不同，把民俗志理论方

法与现行地方志体例进行科学嫁接，以现行地方志形式为志书载体，又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表述核心，突出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特色，

遵循学术规范，追求文化个性，打造民俗志精品。这样的学术追求本身就决定了书稿的科学品质和文化特色，从书稿看，事实上也达到

了预期的学术目标。

　　这本民俗志全书凡8编27章，加上综述、附录等，将近一百五十万字，通过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

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等框架和板块，对青海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完整、系统和立体的梳理与

深度描述。其中大部分资料还来自编写者们多年来分别进行的民俗田野工作，属于第一手的科学资料。这既保证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创新

性，也体现了作为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这是值得点赞的。

　　艰辛成正果，严谨出精品。正是通过科学的编写和艰辛的付出，确保了志书的质量。这部民俗志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展示了青海

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有力地弘扬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好地丰富了民俗志的理论实践探索。志书不仅对青海地方文化建设

有直接的助益，而且对中国民俗志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有很好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民俗学科的科学规范，还是民俗志的书

写探索，这本书堪称地方志著作中特色鲜明的佳作，也是国内地方民俗志中的佼佼者。

　　（朝戈金：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此文是作者为《青海民俗志》一书所作的序）

文章来源：《青海日报》 第12版 副刊 2021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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