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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科化：中国民俗学的建设*

董晓萍

摘　要：学科建设将历史传统和现代国家科学文化事业高度融合

起来。学科建设也是搭建研究平台、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的优选方式，

并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学科要素和创造未来学术价值。

学科建设也不能缺少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能够带领团队为学科建

设勇敢地担当和坚定地付出，推动学术发展，使学科建设更为持久。

还有三点也很重要，即学科是否拥有自己的学术命题、经典著作和发

挥团队的作用。

关键词：学科建设　民俗学　传统与现代　中外交流

学科建设是在中国与世界科学文化接触和关系变迁的前沿趋势中，

在中国传统教育进入国家民族现代化进程阶段，在高等教育领域内，

出现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通过划分学科和建立学科的途径，

将中国传统书院式教育，改为现代学院式教育；将中国传统国学文史

哲不分家的“先生”式的教育模式，改为由“行政”和“先生”双管

齐下的教学科研模式。从中国实际讲，这样的学科建设不是仅凭一两

位“大先生”的贡献就能做到跨越式发展，也不会是偶然成功的单一

事件。自20世纪初或稍早，中国在原有政府和西方传教士办大学的基

础上，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优秀学者（大部分是留学回

国人员），以较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创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

准号：19JJD7500003。本文是作者于2023年6月30日在欧洲孔院汉语教师培训暨第十六届国际

会议“论学科化：研究与教学”上的讲稿，经压缩和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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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深厚的中外知识学养，投身到不同学科建设之中，经过在中国

现代社会文化条件允许下的艰苦奋斗，将中国高等教育建成中国现代

科学文化领域的核心事业，他们本身也成为中国高校各学科的一代宗

师。他们所在学科被赋予承担中华历史文明与现代西方先进科学文化

结合并为我所用的神圣职业，他们成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的教育使者，

他们的形象也成为修身进己的人生楷模。高校的学科建设促成了知识

系统的分科化、教学教材的专业化、学术资源的密集化和人才培养的

制度化。这四化水平最高的就是国家重点大学。重点大学中的那些能

够占据领军地位、处于教学科研前沿水平、具有国际交流能力、持续

培养国家社会需要的高层人才的学科，就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

学科被投入国家项目、研究基地、学科梯队人才、教学课程改革资源，

获得优先发展。本文以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为例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校进行，

已有105年的历史。两校原均隶属清末京师大学堂，拥有相同的源头。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以民间文学为主，在20世纪初兴起；北京师范大学

确立了民俗学学科和在学科建设模式下发展民俗学，现也已走过74年

的历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在“中国民

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开展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

内高校民俗学教学科研的中心，是与国际同行和海外汉学家交流的重

镇。1979年改革开放后，北师大民俗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

思潮下，步入全面建设的黄金期，后来陆续成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

211、985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单位，同时参与全国

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和新时期民俗志编写运动，在高端学术发展、

研究生培养、社会应用和学术影响力方面，都对国内同行起到引领作

用，是一个建设经验相对完整的传统学科，也是将中国传统优秀民俗

文化高等教育与现代高校建设结合发展的特色学科。

现在是21世纪，新理念和新知识很多，中、欧的国家情况也不

一样，虽然参会学者中不乏欧洲汉学家和从事中国文化与汉语教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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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著名学者，但大都不是民俗学者，于是此文就要多次跨界。但跨

界也有跨界的好处，就是高度概括，内外双视角提炼，并尝试将之提

升到普遍意义的对话层面上。这对我是不小的挑战，但也让我充满

兴趣。

本文不谈民俗学的分期史和学术史这个业内认为重要的问题，而

是在大会题旨的方向上，讨论切入学科化问题的四个要素，即知识模

式、学科转型、经典命题和基本要素。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极为深厚

的古老文明国家，在这四要素中，中国知识模式是关键，其他三要素

的内涵与变迁都受到它的左右。

一、国际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前史

在国际上，“民俗”的概念始于对英文“Folklore”的意译，出

现在英国，由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于1846年创用，后

来成为国际民俗学界通用的名词。当然民俗学的学术中心不在英

国，而在芬兰。芬兰高校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百余年，一直是世界

级的样板。至于“民俗学”的学科术语，国际学术界使用了另一

个词“Folkloristics”，而将此前英国人提出的“Folklore”作为研究

对象，以示区别。在中国，对“民俗”的提法超越几千年，还有

“风”“俗”“礼俗”“风俗”“习俗”“风习”“民风”“谣俗”等多种近

义词，并编印了丰富的书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比较少见。中欧之间

民俗现象的可比性有限，但论及学科建设，欧洲早，中国晚。关键还

在于学科的奠基者，他们的涌现，除了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学术渊

源和个人资质等因素外，他们的国际联系对他们所在各国民俗学的学

术形态也有制约作用，这在以故事类型研究为现象学基础和理论特征

的民俗学界尤为明显。从这个学科在芬兰崛起伊始，就有以普遍分布

的故事研究为标志的世界性特征。国际民俗学需要依据本土的民俗调

查研究提出原创理论与方法，本土民俗学则要依靠国际化的过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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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民俗文化的清晰分辨和对差异化主体理论的深入认识。从民俗

学学科建设的本质而言，恪守本土民俗学与融入国际民俗学，是一种

必然存在的跨文化规则，故很“土”的民俗学又被认为是国际性很强

的学科，中国民俗学也不例外。

（一）中国“民俗”的知识模式

民俗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漫长，但用早期文字记录早

期民俗的历史就比较少见了，民俗与生俱来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性格使

其文字记录尤为困难，还有大量民俗是在不需要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执

行功能的，所以像中国这样从上古时期就开始记录民俗的国家少之又

少。那时欧洲先哲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还都没有诞生，两河流域苏美

尔文《吉尔伽美什》也只有少数泥版，印度两大史诗还要晚5个世纪

左右，而在中国公元前10世纪至先秦的典籍中，就已能看到不断形成

的民俗知识模式，它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

方式的综合体。

在甲骨文和《易经》中，记述了当时的气象历法、君王卜筮、军

事征战、市井贸易、民居丧葬和工艺技术等。在《穆天子传》和《周

礼》中，记述了上层礼俗仪式。在《诗经》中，记述了北方民歌与民

俗；在《楚辞》中，记述了南方神话传说、民歌与民俗。在《尚书》

的《汤誓》《盘庚》篇，《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与《庄子》《韩非

子》中，记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

禹等祖先神话。在《左传》中，记述了“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国事

信仰。在《吕氏春秋》中，记述了葛天氏操牛尾跳舞唱歌的农耕仪式。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对民俗观的谈论屡见不鲜。儒家思想是中国

农业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对民俗观也有支配作用。孔子把古代民俗

改造成与礼治体制有关的学问，提倡“民教俗朴”a，要求“志古之道，

居今之俗”b，还将冠、婚、丧、祭等人生仪礼都纳入谈论对象。孟子发

a　《孔子家语·王言解》，［明］何孟春补注，永明书院刻本。

b　《礼记·哀公问》，叶绍钧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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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孔子的丧制思想，主张隆葬厚仪，但造成铺张浪费，受到主张节

俭的墨子的批评。荀子转向伦理道德观，提出用美丑善恶的道德标准

辨别民俗，用道德标准予以分类。上层统治者应该从俗为事，“其法

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a，树立“民德”形象，扼制“国家失

俗”的逆行。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对孔孟的上古理想国蓝图加以改造，

也对荀子的美俗善政说进行发挥。他在《五蠹》篇中力倡“便国不法

古”b，推出变法易俗的新说。总体说，儒家学说中的民俗观对构建中国

早期民俗知识系统具有奠基意义。

老庄的民俗观是自然民俗观。他们主张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社

会模式，让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c。在他们眼里，

民俗的实质在于保存自然的人性。古代神话和初民习俗的魅力，在于

它们产生于自然人性的本身，体现了人的感情、情绪、感觉和行为等

生命的具体实在性，而与现实世俗功利的价值或某种为圣贤所承认的

价值没有联系。庄子著书十万余言，不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多借神话

寓言，指事类情，把民俗的知识与自然人的知识作为同一类型的知识

进行处理。老庄的自然民俗观成为中国古代民俗论和文论中的“天籁”

说的源头。

兵家的民俗观以和平为最高境界。《孙子兵法》的著名命题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d，认为打仗的最大赢家是造成不打仗

的结局，其本质是提倡人的“内省”。中国人容易接受一种通过提升自

我、攻坚克难，获得对外部影响力的思想。中国人相信彼此扶助、万

物相生的可能性。

汉唐以后，形成农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博物学、哲学和文艺

戏曲的民俗文化记录。（1）在农学方面，历代农书《考工记》《齐民要

a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选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1页。

b　［战国］韩非：《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c　［春秋］老聃著，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d　［春秋］孙武：《孙子译注》，郭化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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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岁时广记》《农书》《补农书》《农政全书》等对此进行了记载。

中国也是农业行业数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在传统手工艺、传统

民间科技、传统土木工程行业，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个案，流传着无数

能工巧匠的故事。（2）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提出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其中至

少有指事、假借与转注三书关联民俗，但语言文字学界讨论很少。指

事，也称“兴”或明喻，在故事类型“皮匠驸马”中常用。假借，也

称暗喻，在谜语和谚语中常用。转注，在民间行业语言的反切和佛教

经典翻译中得到发展。（3）在史学方面，西汉司马迁《史记》是采俗

补史、以史别俗之作。司马迁使历史成为一门与民俗相遇而不相合的

学科。班固编撰《汉书》援例《史记》，另设《艺文志》等专章，保存

了古代小说的目录。范晔《后汉书》最早收入盘瓠神话和九隆神话等

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虽不是史书，但按照

历史的方法整理汉代以前的神话和风俗名物史料，让历史与民俗著作

触类旁通。（4）在博物学与哲学方面，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

批搜神博物著作，如郭璞的《山海经注》、干宝的《搜神记》、任昉的

《述异记》、殷芸的《小说》。作者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按照本土民

俗的原来样式，对神话传说进行解释，体现了重新组织史料的主动性。

宋代朱熹援佛入儒，刷新儒学，开了个好头。他的《诗集传》和《楚

辞辨证》肯定中国南北民歌的民俗意义，这不简单，后来被顾颉刚和

钟敬文多次引用。（5）在文学与戏曲学方面，汉唐以后汇编、文选和

文评类著作增多，包括汉乐府民歌、南朝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

心雕龙》、宋代《乐府诗集》，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和

《太平广记》，这些著作汇集了经史子集、宗教宝卷和戏曲歌谣等各类

文献，官民僧俗概不排斥。此工作至明清未歇，所出现的名篇如明代

冯梦龙的《山歌》《笑府》《广笑府》和《黄山谜》，清代的《天籁集》

《广天籁集》《越谚》和《古谣谚》，晚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梁启

超《台湾竹枝词》、俞樾改编的勾栏话本《龙图公案》。（6）宋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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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都市民俗著作，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

粱录》和《武林旧事》影响最大，这些书记录了勾栏瓦肆的百戏杂耍、

说书讲经等文艺民俗，并自称“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a。元代关汉

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名“注册”的戏曲家，他的《窦娥冤》和后

来清代孔尚任创作的传奇《桃花扇》，都是吸纳民俗以补国政的名作。

期间出现的高峰创作是唐宋诗词和四大古典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达到古代民俗文艺被天才作家改造化用的

巅峰境界。

上述林林总总，不能直接构成学科化的概念。它们是中国式的民

俗史资源，能说明中国古代民俗经过口口传播充满了含义。它们也让

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历代文人总是回到文本去观察风土民情，描写

文本与社会关联的集体行为，还通过编书和写书，揭示内部社会运行

携带民俗的整体意义。而中国传统国学、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育，一

代又一代，承担了这样的整理和传播的工作。

（二）中国民俗资源的性质

中国民俗资源体量庞大，而由于有传统国学和传统书院的存在，

从来就不是一盘散沙。但这两个传统单元的分类与教育也有明显的局

限性，比如传统国学以经史子集分类完全是中国文化内部统一管理观

的产物，民俗是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现象，无法统一而论。民俗现

象需要经过更为普遍的类型观加以审视，才能评估其存在的价值，提

炼其资源的性质，对此非民俗学莫属。民俗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

检测本土民俗的性质。运用民俗学理论分析，中国民俗的性质是重复

化与地方化并存、整体性与分层化并存。分析民俗的性质，是中国民

俗研究与学科化的前奏。

1.重复化与地方化并存

中国各个时代、各个门类和各个体裁里都有“俗”“民俗”和“风

a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清］丁丙、丁申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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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等重复的说法，从现代学科的概念看，这些说法之间缺乏一致性，

需要重新做辩证的解释，需要对五花八门的概念加以统一。但中国民

俗的性质告诉我们，在中国民俗知识模式中，一致性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动态的重复性。中国曾长期是封闭社会，不是说没有外交，没有

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说中国长期保持内部运转，内部社会的重复就是

迭代变更，内部文化的重复就是权威性的体现。重复给人们提供了熟

悉的传统样式，那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传统节日和人生仪礼，正是通

过重复来维系其生命力的。重复还创造了君臣相处和官民对话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先秦典籍中，一位贤相服侍三代君主的故事经常出现，

在不同典籍之间重复叙述的民俗例子也很多，像《晏子春秋》和《左

传》的重复故事条目就达14条a，儒家学说大量运用重复的方式，让故

事叙事套路一再出现，帮助君主通过重复观摩和重复内省，学习礼俗

管理，养成有德君王的品性，从事良政治理。此外就是重复记载的成

书现象，也分布于农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博物学、哲学和文艺戏

曲多学门著作中，这对中国传统国学和传统书院式教育维持文史哲不

分家格局是一种助力。民俗是能够超时间存在的文化，也可以成为链接

各学门的有机成分。历代文人往往以饱学杂家和驭民为得意谈资，琴棋

书画无所不能，谈天说地信手拈来，展示个人才华。了解民俗知识模式

的这种重复性特点，我们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重复民俗表

述、文人学者的重复注疏与重复故事描述的写法，加以重新思考。

重复化与地方化的关系。此指历史名望人物在相同地点重复出现

的现象，这里特别要说到南朝梁代的三本书，即萧统的《昭明文选》、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三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在梁代重复出现，三位南朝梁的作 (编 )者都曾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

a　汤化译注：《晏子春秋》，“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第4—7页，详见“酒酣为礼”。另见第58—61，96—99页。又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19—1420页。另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第135—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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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都有离开故乡本土回望本土的经历，再重新组织本土资料，便容易

形成奇书。这种重复化与地方化的交集，还可以解释某地文风鼎盛、

群星灿烂的原因。另一个例子是上面提到的南宋纪事体民俗志《都城

纪胜》《西湖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四本书都记载杭州的

风俗典礼，这种大范围重复与杭州是南宋首都有关。但简单重复也会

破坏社会效益，无法长久传播，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于是文人就对民

俗进行改造。明清四大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

《红楼梦》都是拒绝简单的民俗重复，进行了天才的再创作，才成为千

古名作。

还有一种突出的重复化与地方化结合现象来自中国农业社会的大

背景，表现为慢节奏的生产生活而遵守农事信仰。与今天全球化下

的快节奏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相比，慢节奏未必不是好事。说到

农事信仰，它自古以来就与农业活动、传统节日、民间科技和民间

文艺相混合而重复出现，与西方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差别很大。

2.整体化与分层化并存

由以上论述可见，中国传统国学不是不容纳民俗，相反，搜集和

利用民俗是传统国学的组成部分。国学的局限是对民俗进行管理性的

选择和淘汰。传统国学接受歌谣、谚语和故事，它们虽然是民间文学，

但其思维方式仍在汉语表意系统之内，就是变化再大，其解释框架还

是本土的。传统国学比较排斥神话，因为神话超越人类日常经验进行

解释和传播，可以摆脱言语体系直接进入认识论，其解释框架不能在

现实社会得到体现，无法定于一尊，所以不见容于传统国学。西方神

话学有宗教学的基础，就发展得比较充分，因而中国民俗学的神话研

究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

中国民俗主要不依靠汉字传承，而是依靠口头传承，但它仍然利

用汉字思维。中国传统国学用汉字思维，中国民俗也用汉字思维，这

样用汉字的思维与不用汉字的思维共同反映中国文化，这又在这个基

本面上造成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所以中国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不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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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对立的，而是能互补的。如果进行国际交流，这种研究的难度极大，

但却有很强的学科建设性。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看

出了这一点。他说过，汉字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社会模式

创造出来，中国人在使用汉字和民俗两者中感到幸福，并造成社会稳

定，详见沙畹的《中国民间艺术中对祝颂的表达》一文。a

关于中国民俗资源的性质，还可以谈许多其他问题，限于时间，

暂谈以上两点。

二、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转折点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只等一个时机。20世纪初，这个时机出现

了。在当时，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交流，留学生出国留学后回国发展，

撰写了有国学根基又不同于国学视角和国学解释的著述，为中国一批

现代人文学科建设铺就了基石，包括民俗学。他们投入高等教育的学

科建设还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回国前后在高校学习和工作。二是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又接受了当时先进的外

来学说，更加追求有问题的理论和有方法的资料。他们的留学经历，

又让他们懂得如何处理理论的问题和使用处理资料的方法，并接受了

严格训练。三是他们要掌握日、英、法、德、俄五门外语中的一门或

两门，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并定期翻译一些著作，为国内提供专业术

语参照系。四是要解决中国学问现代化的问题，建设有现代意义的学

科。学科建设是有断裂的，但总是有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衔接点的。

第一批学术带头人从国家社会文化改革看到现代性标志，从现代世界

知识看到中外差异下的基本问题。他们从未与传统国学“割袍断义”，

而是先模仿，后建立独立的问题与方法。

中国民俗学进入学科建设的转折阶段，产生了以下变化：

a　〔法〕沙畹：《中国民间艺术中对祝颂的表达》，《沙畹汉学论著选译》，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

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9—213，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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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建立内部专业话语和寻找对外交流

的语言

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1920年，歌谣征集处改为

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发行《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

学门周刊》，继续收集各类民间文学作品。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

会创办了《民间文艺》和《民俗》，以后民俗学专业杂志层出不穷。中

国当代的学术期刊有：《西北民族研究》《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等。民俗学学术期刊促进学科建设的

关系有三：一是在民俗学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对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和次要问题，其中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在学术界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二是在学科团队建设上，锻炼了学术团队；三是确定了

以本国为主，了解了世界同行的研究方向，扩大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视

野，鼓舞了民俗学界对外加强学术交流的信心。

（二）从经史子集的国学分类转向民俗资料专集与撰写民俗学专书

此指将搜查编纂民俗专书的政治用途转为学术用途，将专题研究

转为专业研究。胡朴安摆脱经史子集的国学分类，转向编辑民俗资料

专集《中华全国风俗志》。a五四时期，胡适发表了《歌谣的比较的研

究法的一个例》一文，进行民间文学母题研究的尝试。b北大歌谣研究

会的顾颉刚，首次运用历史地理比较的方法，撰写了研究孟姜女传说

的民俗学专书。c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景深、容肇祖、常惠、

胡适和黄石等也为民俗学写书和编辑资料，成绩突出。学术性翻译与

研究同步的现象也很重要。1927年钟敬文与留法归来的杨成志翻译了

《印欧故事类型》，此后于1929年和1930年，钟敬文分别完成了《楚辞

a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下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b　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原载《努力》周报1922年第31期，1922年12月3日出

版。又刊于《歌谣》周刊第46期，1924年3月9日。收入何卓恩编《胡适文集·治学卷》，长春：

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146—152页。

c　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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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神话和传说》和《〈山海经〉研究》两本书a，他的民俗学研究工作

也从这里正式开启，学术翻译让他找到了中国民俗学内外两种表达的

出路。

三、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经典命题与基本要素

中国民俗学面临许多国际民俗学不能解决的本土问题，需要建立

自己的经典问题。

（一）经典命题

学科化制度与经典命题是中国民俗学第一代学术带头人要同时解

决的问题，这里先讨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们都与确定中国民俗学

的学科制度紧密相连，也都经历了国际交流和走自我发展道路的过程。

1.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

在芬兰、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民俗学都是一个学科，民间

文学是民俗学学科的一个研究分支。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则是

两个学科。将民间文学独立出来，与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史有关。北京

大学在五四时期已发起民间文学征集运动和相应的研究工作，1935年

钟敬文赴日留学期间已发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b。在中国人民

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

国各地高校和进步社团掀起了抗战文艺与社会动员的高潮，这些都使

民间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教学储备得到了积累，学科建

a　钟敬文：《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钟敬文的《〈山海

经〉研究》没有正式出版，但钟敬文已发表文章介绍了该著的内容，详见钟敬文《关于〈山海

经研究〉—一封回答郑德坤先生的信》，原作于1930年9月21日，原载《民俗周刊》（杭州《民

国日报》副刊）第五期，1930年。钟敬文：《〈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山海经研究〉的第

三章》，原作于1930年6月2日，原载《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钟敬文：

《中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原作于1931年11月6

日，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1—211页。

b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年11月发表于东京，初刊于《艺风》1936年第4卷第1期，

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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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条件逐渐成熟。1948年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先生率先在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1952年院系

调整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民间文学学科，该学科的教学科研对象

是民间文学基本理论、民间文学作品论和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方

法论。

中国民俗的现代人文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

但学科建设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才全面进行。中国民俗学的教

学科研面向民俗知识的四大范畴：精神民俗、物质民俗、社会组织和

语言民俗，同时承担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工作。

中国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分别建立了学科分级和学科编目。其中，

中国民间文学下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编目。中国

民俗学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编目。

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虽然按两个学科进行建设，但两者又是关

联密切的有机体。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还建立了两个研究分

支：一是将两者的学术史与学术资料史共同建设，形成“民俗志与民

俗志学”研究分支，二是将两者的研究史与搜集史共同建设，形成

“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研究分支，两翼合围，促进两个学科的各自充

分发展与交叉互补。这种学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探索的结果，使中国

民俗学成为内生焕新的传统学科和国际同行中的特色学科。

2.口头与文献的理论关系

国际民俗学界一向偏重口头资料，长期只有口头研究一个中心。

进入21世纪后，很多国家的民俗成为历史，于是国际民俗学界又提出

口头与文献两个研究中心。a中国自古以来兼备口头与文献，中国民俗

学研究也兼顾口头与文献资料，这是中国民俗学的亮点。但在民俗学

的学科建设上，如何将资料亮点转化为理论优势？钟敬文先生那一代

前辈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创造了经典个案，主要工作有二：

a　Lauri Honko, Back to Basics,in Folklore Fellows Network 16, Helsinki:Finland, 199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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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中国文化内部提升自然神话的地位。运用中国口头与文

献的丰富资源，以植物神话、日月神话和动物故事为重点，提出中国

人处理口头和文献两个中心的理论话语与方法论样本。中国以往重视

经学神话，贬低自然神话，乃至以怪力乱神说加以排斥，通过民俗学

的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帮助国人重新认识自然神话，也让国际同行和

海外汉学界重新了解中国自然神话的特征，促进中外互鉴。在植物神

话研究上，以钟敬文的《山海经》研究为例，他最早从民俗学的角度，

分析甲骨卜辞、《易经》、《左传》、《周礼》和《史记》等文献与民间有

关“巫”的口头传说，指出《山海经》与中医药植物学的关系，探讨

民间医疗与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历史基础，认为：中国本土的“药”观

念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这方面的学问，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

按照独特形成过程所建立和精心加工的一套民俗文化学说，其特点

是：基于中国思维的独特性，形成史学、佛学和哲学的经典；基于

神话传说，形成医书药典的写本；基于图像描述，体现人文理性；

基于草本药物，贴近自然事物的认知体系；基于医疗仪式，进行天

人沟通；基于身体规律，解释社会文化和结构的深层道理。a这些解释

都是原创的。

近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èon Vandermeersch）以李约瑟学说为基

础，再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学。他认为，中医药

学说是关联性思维的产物。它不是研究身体的物理器官本身，而是关

注身体器官的变化和功能，考虑现在的事情怎样变成将来的事情，个

体的事情怎样变成家庭和社会的事情，人类的事情怎样变成宇宙的事

情。关联性思维就是研究整体联系和系统性变化的思想方法，关联性思

维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b由此点看，中国很多自然

动植物传说、药物故事和图像绘本都不是普通的巫医巫药之说，而是一

a　季羡林：《中印民间文学的关系》，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年 ,第45页。

b　〔法〕汪德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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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体系，特别适合中国人用中国思维进行研究。如果看到中西医药

学的差异，就能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关注，也可能启发西学。

在日月神话研究方面，钟敬文的《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

是一篇经典之作。a天体神话是民俗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古代已

经出现关于日月调整神话的记叙，也有口头故事流传至今，如《后羿

射日》。钟敬文将《易乾坤凿度》与马王堆帛画相对照，又使用了在

云南民间口传的女娲伏羲新资料，指出，中国早在西汉末期已有对日

月调整神话的记载，在《易乾坤凿度》中的说法是“阴阳交争”b，庄子

《应帝王篇》记为儵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这是更早的天地开辟的故

事，为老庄思想所发挥。在中国古代神话资料中，“始”指盘古，盘古

生宇宙为初始，然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民俗学

中，将之视为宇宙变成说，与儵忽、混沌、盘古都是同型神话，在不

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语境中都流传过。以往的哲学解释和历史学解释

都是单一的，加入民俗学的解释就能吸纳多元，包括对黄老学派所谓

天、地、人为一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做出

更为贴近当时社会历史的理解。c钟敬文还使用了其他历史典籍，如战

国屈原的《天问》、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东晋郭璞的《玄中记》等，

证明口头与文献皆非孤证。当然口头用语、文献用语与现代民俗学用

语不同，但多角度发掘本国历史资源，补入民俗学的解释，将有助于

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

3.多民族之间文化不平衡的问题

多民族之间文化不平衡问题是中国民俗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点，

1950年代初学苏联，中国民俗学者很希望通过“老大哥”理论获得

直接经验。当时苏联理论对中国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影响主要有 7点：

a　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原文撰于1973年，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

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第121—147页。

b　同上书，第128页。

c　详见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4、189页。本句内容是作

者根据原著观点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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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党、人民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2）统一进化论，

（3）历史与现实统一性，（4）学术史与学科建设史，（5）民间文学的

文学性与不足，（6）民间文学的艺术化问题，（7）女性问题。

但是，事实上这7点是不能照搬的。钟敬文先生等借鉴了苏联理

论，但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将7个问题变成4个问题：

（1）学习苏联理论，“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

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

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a。要深入

本国民俗学研究对象之中，对外国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

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

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就不但

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缺乏一般评估

和判断的真正能力” b。

（2）从文学切入。单一建设民间文学学科，“自然有积极的一面，

如它使我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

地……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

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

理解，这种限制（或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

它的缺点的” c。

（3）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

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 d。苏联理论强调统

一进化论，抹杀了各民族民俗民间文学自身的特点，也会让理论走上

歧途。

a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8年，第50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苏联理论部分对钟敬文著述的引用，经过我个人的理

解和概括，但对所依据钟敬文的基本观点出处一律都做了注释。

b　同上书，第52页。

c　同上书，第46页。

d　同上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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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备的知识结构。钟敬文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民俗学在中国

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需的相应知

识，只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

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 a。事实上“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

的知识”b，中国民俗学要通过勤奋努力，从幼稚走向成熟，才能达到自

己的理论目标。

解决中国多民族文化不平衡的问题涉及历史，也涉及现实，还涉

及文化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民俗学者终于懂得，

其实苏联也没有法宝。民俗学这种学科可以国际化借鉴与交流，但一

切还要靠本土。

前人还有其他历史上外来影响的问题要解决，如印度佛经故事对

中国民俗叙事传统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印故事

再研究—钟敬文与季羡林合作的一段学术史》中做了比较仔细的讨

论c，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解决经典问题的作用是，有助于进行学科定位与特色化建设。

（二）基本要素

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是学科制度化的结构成分，中国民俗学学科

建设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学研究（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经典命题、

代表作），课程设置（专业教材、专业课程体系、课程系统、国际交

流），人才培养系统（培养模式、学位制度、学科梯队、研究基地、学

术杂志、专业图书）和社会就业（毕业人数、答辩与获学位人数、社

会贡献程度）等。这在其他学科也有，这里主要就民俗学学科有特色

的部分，简要说两点：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

a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第53页。

b　同上书，第53—54页。

c　董晓萍：《中印故事再研究—钟敬文与季羡林合作的一段学术史》，《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

年第5期。



97论学科化：中国民俗学的建设

1.课程设置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课程设置贯彻“民间诸科学”的理

念。钟敬文主编中国高校民俗学两部经典教材，即《民间文学概论》

和《民俗学概论》a，将民俗学知识系统与理论结构划分为六方面，即民

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和民俗资料学。

他对这六方面的命名，是他从民俗学学科的角度，所创用的一批教学

科研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有的后来被他用作博士生专业课的名称，

如“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他还亲自担任了主讲，这门课现在成为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博、硕研究生的必修课。有的概念在后来北京

师范大学民俗学科中青年教师开设的专业课中用为课名，如“民俗学

原理”“民俗志”和“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概

念还成为国内同行使用频率极高的专业术语，乃至在相邻学科和交叉

学者中也广为使用。民俗学的课程系统，围绕理论结构设立，近年发

展了跨文化民俗学方向，进一步巩固了民俗学对内开展中国多民族跨

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提升了民俗学的国际化学科特色，同时对民间文

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国际化特色加以更新和发展，开设了跨文化民俗学、

跨文化民间文学、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系列课程，侧重中日、中

印、中俄故事个案研究，也开展中西故事跨文化研究，培养懂中国、

观天下、跨文化的新型民俗学学科研究人才。

2.人才培养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四种模式，即中央高校研

究生教育、地方教育、多民族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在学位制度上，民

俗学学科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民俗学学科的教师梯

队、研究基地、国际交流、学术杂志、专业图书等与之相适应，积极

与国际一流同行交流，合理吸收外来先进经验，建设民俗学高层专业

a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初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第二版。钟敬文主编，许钰、董晓萍副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初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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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国家级规范标准，强调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

对前辈长期从事民俗学高校教育的历史经验加以发扬光大，继往开来。

此外还有不可或缺的团队精神。

结　　论

本文讨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百余年的历程，侧重关注第一代学

术宗师。一般学术界或他们本人谈及其治学之道，都会讲20世纪初中

西交汇的作用，其实从这百余年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史看，还有另一

个强大因素塑造了前人的学问人生，即中国传统书院式教育与中国现

代学院式教育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双峰并立和共存互动的作用，这使他

们既博大精深，又术业精专。他们还都有留学经历，可以从中国和世

界两个角度思考问题，转化传统，反哺现代，直至为某一门或某几门

学科树立了坚实的中国式现代人文学科的里程碑。20世纪中后期以来，

流行现代学院式教育，疏远传统书院式教育，所培养的学者都是学科

学者，很少文化通才，这就使教育有赢有输，输的方面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越来越陌生，乃至发生学科与传统的断裂。a我们总结现代学

科建设史，就要了解这种情况。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除了学术大师，还需要群星璀璨，还需

要团队工作，本文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相关的研究还将陆续展开。

不管怎样，今天讨论民俗学单一学科的学科建设，在全球连通的

世界环境中展开，在学术视野上，除了民俗学圈内自身已有的国际化

传统，还要加强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注意开展交叉研究和综合

研究。中国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尤其不能脱离中国国学的出身和中

国书院式教育的历史传统，力争做到立于双峰，行之长远，珍惜传统，

创新向前。

a　关于学科知识断裂的讨论，参见〔法〕 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法国汉学渊源及其文化背景》，

本刊第47辑（2022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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