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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新闻

[日期：2019-12-04]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作者：陶思炎 [字体：大 中 小]

[摘要] 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究凡40余年，作为理论家和探索者，近
年在原始艺术和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中国原始艺术》和《象征－－对一
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在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均有重要的意
义。
[关键词] 刘锡诚；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原始艺术；文化模式

刘锡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自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来，一
直活跃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虽多年担任《文艺报》、《民间文学》、《民间文学
论坛》等杂志的主任或主编，并曾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
任领导职务，但敏于探索，勤于笔耕，中年过后更见真知灼见迭出，不绝才思泉涌。

 

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原始艺术、文化模式等领域最具前瞻
性和示范性。从1958年编译出版《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选》到2002年出版学术专著《象征
――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刘锡诚先生一方面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强调整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并身体力
行，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探索新路。

民间文学作为“口承文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中长期较受重视的领域。数十年
来，我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
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①在
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
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②刘锡诚先生专注于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在上个
世纪的80年代就已提出民间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史现象，并指出，我
们的 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的多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我们的民
族特点，要符合中国的国情。”③

 

什么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呢？刘锡诚先生认为，中国民间文学是由五十六个兄弟民
族的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组成的，他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文化素养、所处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不同，特别是当他们迎来了新中国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这
样，我国的民间文学便构成了一幅相当完整的社会发展史的画面。因此，我们为了研究
民间文学的规律，要去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与社会发展、与民族特性、与文化发展乃
至作家文学、与地理自然条件等诸方面的关系，从而形成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刘锡诚
先生的上述观点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主体从民族，而不是从阶级、阶层作出了重新界定，
而且其勾画的研究内涵突破了狭义文学的范畴，推动了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化。

自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署并下达编辑民间
文学三套集成的文件以来，经十数年的工作，普查、编纂阶段已经结束，继江苏、浙江
之后，各省市卷本正陆续出版。在这一背景下，刘锡诚先生适时提出了民间文艺的“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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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期”的概念，提出对80年代的普查评估问题，从搜集转向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搜集的
问题，民间文艺开展国际交流问题，资源共享与数字化工程问题等，对我国民间文艺的
发展及时作出了引导。

 

针对当前民间文学事业存在的令人焦灼的隐忧，刘锡诚先生再次提出学科建设的问
题。他发现专业人员正进入一个自然换代的高峰时期，专业机构中的高素质研究人员流
失严重，专业人员的青黄不接造成了民间文学工作的断档，同时，学科调整的不合理，
也造成了人员的严重流失和学科水平的下降，此外，学人的思维定势也是阻碍民间文学
研究前进和学术水平提高的因素。他指出，民间文化和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同时，民间文艺学是现代学，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的民间文学每时每刻都在普
通老百姓中间被创作出来，如果我们忽略或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代民间文学将成为
新的空白，我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刘锡诚先生公开呼吁恢复民间文学原有

的二级学科地位，以给我国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④

二

 

民俗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
历程。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民间习俗和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等，在时间范畴
上既包括古代的旧俗，又包括当代的新俗。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刘锡诚先生曾
强调民俗学首先是一门当代学，因为任何民俗都是流动着的，鲜活的文化现象，都是与
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民俗学是当代学的观点有助于动态地、历史地把握民俗
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利于服务当代社会的应用民俗学的创立。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文明史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就整体来说，从来有丰富深厚的民
俗文化相伴随，一刻也没有中断过、消失过和湮灭过。基于这一认识，刘锡诚先生指
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学，而他的民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民俗作为国
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情和国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研究国情，如果置民俗
于不顾，或忽略了民俗，那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优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尤其是
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礼俗和道德规范，对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
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整合和促进的作用。但是，
在民俗问题上固守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闭眼不看和故意忽略民俗对社会发
展和认识国情的积极作用，过分地夸大了民俗的历史惰性及其危害性。刘锡诚先生指
出，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学家、新国学家们，从不承认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中国大陆近
年新儒学学者们提出的“普遍和谐”或“和合精神”理论，与梁漱溟当年提出和坚持的“调和持
中”，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和阐释中
国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败的，所以是徒劳的，在刘锡诚看来，是因为他们都在
排斥生长和长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和少数民族中间的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
神。他由此提出要进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
俗文化精神，并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吸收、更新制定
新的策略。⑤这一理论对民俗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锡诚先生在民俗学研究中还提出，重视田野调查、民俗学是实证科学、发展“旅游
民俗学”等观点，并在他所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蝙蝠丛书》、《妙峰山•世纪之交
的中国民俗流变》、《三足乌文丛》等一系列著作中体现出来。

三

 

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受到关注较晚，其研究迄今仍不够充分。
原始艺术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创作，是他们生活、信仰、心理、智巧、欲望的记录和表
达。由于原始人类与大自然先天的亲和情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他们以人格化和



物格化的双向思维寻找自身的定位，并确立与自然间的想象的和谐同一关系。原始艺术
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媒介，以刻纹、图画、工具、器用、声响、语言、动作、色彩、符
号为手段，表达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情感，并服务于生活的目的。在原始艺术中，有形
的图像往往与无形的前逻辑思维及一去不返的洪荒时代相联系，故大多在现代人看来怪
诞、神秘，而难解其趣。

刘锡诚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一书，开始了对这一艰难课题的系统化
研究。他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艺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的成就与
方法，对中国本土的原始艺术、原始思维、艺术起源、原始宗教、原始神话进行了跨学
科的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使其著作成为系统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开山之作，并受到锺
敬文先生的赞扬。

 

《中国原始艺术》全书除“导言”外，共列12章，其标题分别为：“概说”、“人体装饰”、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艺术”、“原始雕塑”、“史前巨石建筑”、“史前玉雕艺术”、“原始岩
画”、“原始绘画”、“原始舞蹈”、“原始诗歌”、“原始神话”和“结束语”。如此众多的问题，需
要大量占有资料，并加以严谨的考辨和释证。资料从何而来？作者在“结束语”中写道：
“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始艺术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发掘得来的资料；二
是古文献上记载的资料；三是从近现代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中搜集来的资
料。”

它包括实物资料、文献资料、行为资料、语言资料、信仰资料，尤其是第三个来源，
作者以民俗学家的眼光弥补了一般单纯考古的或历史的、文献的或考据的不足，融摄更
多鲜活的非文字、非物质的资料，使著作丰满而科学。正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所
说：《中国原始艺术》“这是一部下了功夫的书，有价值，见分量，论证扎实，学风谨
严，很值得向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推荐。”⑥

 

《中国原始艺术》在收罗尽可能丰富的原始艺术资料的同时，十分注意方法与手段的
运用。作者力避“望图主义”和“因形比附”的不实学风，强调“实证的方法”和“地理的方法”，
并运用归纳、分析和类比的手段，以探寻和阐释研究对象所隐藏的原始含义，发现和揭
示其中的规律。作者提出了走进原始人所独有的“文化情景”的口号，要求现代人在研究中
努力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去感知和理解原始艺术品。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要求有深厚
的学养和综合的技能，并能把握角色的转换而不失科学的结论。刘锡诚先生探索了走进
原始人“文化情景”的路径，并把读者引入了原始艺术那迷离斑斓的神秘世界。

《中国原始艺术》还让人们思考现代艺术与民族艺术的关联，以及未来艺术与原始艺
术的关联，从而开启研究与创作的新视角。

 

四

对文化模式的考察与探究是刘锡诚先生近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他以《象征――
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一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继续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实
证研究的倡导。

 

象征是原始文化最基本的生成方式和表现模式，也是中国文化最具魅力的传统特色。
中国古代哲学将“象”、“形”或“象”、“器”相对，《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载，有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可见，“形”、“器”相连，
“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文化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
与哲理的统成与转合。黑格尔曾指出，“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
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⑦而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则称“象征是人类的宇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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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作为原始思维的产物，实际上，它又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
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出自身的“密码”。象征
又被称作是“交流的媒介”，潜留着一定族群对自然、社会与自我相互关系的感受与概括，
人们循此能超越时空，实现今人与古人的对话。那么，究竟什么是“象征”的定义呢？刘锡
诚先生作了如下的概括：“象征是以外在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
意义。”他还指出，象征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而是在众多的人们心灵中显现出
来、经过漫长时间积淀而成的一种集体表象，其首要特点是暗喻和暗示。⑧

 

刘锡诚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分10章展开对象征的研讨，即第一章“什么是文化象征”，
第二章“失落了的意象”，第三章“动物的人文角色意义”，第四章“社――通古达今”，第五
章“萨满文化象征”，第六章“傩：除旧德立新德”，第七章“锺馗信仰与传说”，第八章“神秘
数字与天人合一”，第九章“颜色崇尚与文化模式”，第十章“且看村翁壁上图”。在上述10章
中除了集中进行了象征理论的研讨，更多是对象征的类型及其主要的象征物展开了实证
研究，诸如石头、葫芦、鸟、树、九尾狐、鼠、狗、猪、鸡、社、萨满、傩、钟馗、数
字、颜色、年画等，以揭示其中的抽象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刘先生的这部著作完
成了他所希冀的使命。

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讨论象征通常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意在帮助
人们享受古老的精神财富并使这些遗宝得以枯木逢春。”⑨刘锡诚先生对象征的研讨正是
一种“仁慈的行为”，其目的是把中国文化的象征学或符号学这门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可以
说，由于刘锡诚先生的理论阐发和实证探索，以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正一步步
地接近了这一学科建设的目标。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民俗学理论家和探索者，刘锡诚先生的研究工作正如日
中天，我们祝愿这只学界的“三足乌”，在奔向光明的征途中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注释：
① 见锺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见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词典》第16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见刘锡诚《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刍议》文，载《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学》第113页，中国民
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参见刘锡诚《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文，载《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
期。
⑤ 参见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一文，载《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
⑥ 见《书与人》1999年第6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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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见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前言》，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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