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俗 研 究 要 面 向 现 代 化

一访 鸟 丙 安 教 授

路 远

辽宁大学教授
、

我校兼职教授乌 丙 安 先

生
,

赴 日进行讲学和科学考察
,

于八月中旬载

誉而归
。

最近
,

我们就
.

发展民俗学的有关问题

请教了乌先生
。

乌先生 1 9 2 9 年生于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

蒙古族
。

1 9 5 3 年河北师院中

文系毕业
,

1 9 5 5 年北京师大民间文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
,

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 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
,

戍就卓著
,

多有建树
,

著 有

《民间文学概论 》
、

《民俗学丛话 》
、

《中国

民俗学 》等专著
,

、

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三

十余篇
。

乌先生的谈话带来了大量国际学术信

息
,

见解深刻
,

值得深思
。

为此
,

我们按专访的提问顺序简介如下
:

1
、

乌先生
,

您这次访日非常成功
,

能否

请您先谈一下基本情况和您的感受?

答
:
我是应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

,

去 日

本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术交流的
,

5 月 4

日抵达东京
,

8 月18 日回国
,

原定 9 2 天
,

后

来根据多方面的要求歹 延长到 1 10 天
。

日本学

术振兴会是 日本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性学术机

构
,

它和 日本全国各大学都有密切 关 系
,

因

此
,

我的学术活动就不是针对某二所大学
,

而

是许多大学
。

到 日本后
,

除访问了学术振兴会

外
,

还访问了国学院大学
、

东 京 大 学
、

东 京

都立大学
、

东京学 艺大学
、

东京外国语大学
、

东洋大学
、

早稻田大学
、

筑波大学
、

国立音乐

大学
、

京都大学
、

关西大学
、

关西外 国 语 大

学
、

金泽工业大学等二十多所大学和一些著名

的博物馆
、

图书馆
,

如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

国

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

日本国立国会 图 书 馆 及

其分馆东洋文库
,

访I’@ 了一百四十多位教授
、

学者
,

作了十分真诚的学术交流
。

这期间
,

还

在几个大学做了学术报告
,

并给 研 究
户仁讲了

课
。

在 日 本 期间
,

我还应邀参加了本年度的

几个学术年会
,

日本歌谣学会年会
,

日本口 承

文艺学会年会
,

日本昔话研究恳话会年会
,

日木

民话之会例会
,

在会上分别做了题为 《中国民

问传说的信仰待征 》
、

哎中国满族民问故事讲

述家研究 》等学术报告
,

介绍并演唱了中国各

族民歌
。

我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为日本民俗

学界的教授学者们做了 《中国的萨满 教 与 歌

谣 》的 公 开讲演
,

在庆应大学公开讲演 会上讲

了《中国的山神和海神》
,

在东京都立大学讲了

《中国歌谣的风俗圈 》
。

这 些讲演
,

引起了日

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

他们普遍认为
,

要研究 日

本民俗
,

就必须研究中国民俗
,

全面了解中国

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
。

日本学者认真的研究精

神令人感动
,

如年近 七十的著名的民俗学教授

直江广治博士
,

我到哪里讲演他就 到 哪 里 去

听
,

国际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内田琉 璃 子 教

授
,

已是花甲之年
,

暂停 了自己的课
,

跑很远

的路来听讲
。

民歌理论家小岛美子教授因事误

了听讲
,

在我 回国的欢送 会上
,

仙还带着录音

机非让我补上不行
。

这使我很受感动
,

并由衷

地尊敬这些前辈学者
。

这期间
,

我也尽可能地多听 日本 教 授 的

课
,

重点听了国学院大学 日本著名的歌谣学者
、

文学博士臼田教授和故事学者野村教授的民俗



义学研究课
,

还听了一些青年学者 的课
。

通过

听课
,

一

了解了他们的科研和教学方法
。

此外
,

我还到京都
、

奈良
、

长野
、

川琦
、

新漏等 地迸

行民俗调查
,

屯点调查了民间故事讲述家和 {
-

牛习俗
,

还专访了 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

阴家乡姬路古城和他的故居
、

纪念馆
,

搜集了
一

): 量资料
,

收获很大
。

2
、

下面能否请您谈一下 日本民俗学研究

的现状以及他们的经验 ?

答
:
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经厉过

两个历史阶段
,

早期研究乡土 民俗
,

或称土俗

学
,

而现在大大发展了
。

!封为 日本都市发展很

快
,

农村城市化了
,

而民俗学研究适应了它的

社会的发展
,

{余研究传统习俗之 外
,

都市民俗

学的研究 越来越兴盛起来
。

这点很突出
。

日木民俗学 研究机构很多
,

遍及全国
,

绝

大多数县
、

市
、

地区都有民俗学会或乡土 研究

会
、

研究所
、

土俗协会
、

文化协会以及同好会

等
。

他们出版的民俗学杂 恋 就 有 2 2 0 多 利
”,

‘:富多彩
,

资料性
、

科学性都很强
, )戈为 日本

才俗学的重要文化财宫
。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
,

界民族文化传统如此悠久
,

难道在这方面就应

该比日本差吗 了

日卞民间文学的研究
,

民间文学与文学的

关系
,

也多是以 民间文学的民俗活动研究为基

础
,

是从民俗角度谈的
,

这就是民俗文学的讲

课法
。

他们不仅讲 作家把民间文学怎样吸收到

创作中
,

下百且还着重讲民间文学在那个时期是

怎样活动着的
。

讲 课中间放录音
、

幻灯
、

电影

和录相
。

如盲艺人怎样演唱
,

怎样 被 文
厂

久记

录
,

这就找 到了作品所以成功 的道路
。

他们用

民俗学来探索国文学
,

所以在这方 面 成 就 很

高
。

用民俗学的方法去研究国文学
,

就必然要

讲到民间文学和民浴活动
,

所 以讲 得 非 常 生

孤 生活气息浓
,

学生很爱听
。

日本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
,

在科学的

方法论方面是先进的
,

他们不断创 造 先 进 方

梅 除文字资料的积累十分科学
、

完整以外
,

更重要的是使用 电子计算机等科学 手 段 来 处
_

!里
,
利卜究条件非常充分

,

这与国家的现代化发

!退及学者 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我们 目前不仅

设备
一

L陈 旧
、 :长! !亏

,

就 是方法上也还停留在小

农经济的阶段
,

甚至还只 能手工 记录
,

这是不

行的
。

因此
,

我们必须力11快现代化速度
,

如果

不现代化
,

刀卜么我们的研究不会有 更 大 的 发

叹
。

我 们口 未邝J民俗 学研究要有一 个通盘的考

咭
、 ,

要有一 个 阵 认识的过程
,

要有 一 种 紧 迫

感
。

日夕沐的民俗学研究不断地吸收各国
,

包括

我们国家的一 切先进方法
,

他们不拒绝来自各

方而的东西
,

那是真正开放的
,

这有很大的可

取之处
。

他们信息非常灵
,

世界各国民俗学
、

民间文学的资料
,

大约两周内就能到手
,

这个

泣度使我很惊讶
。

日木民俗学
、

民问文学研究

的高速度
,

就是建立在信息非常灵 的 基 础 上

的
。

关于研究方法
,

国外还是常常采用比较研

究的方法
,

这是要
一

长期使用的
。

要研究各民族

之间民俗现象的异同
、

民俗传承的源流
,

不用

比较法不行
。

但是在处理的方法上
,

他们是多

种方法综合运用
,

比如结构主义的方法
,

在处

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深层构造 方 面
,

就 很 有

用
,

分析得比较 具体
。

再如符号学的方法
,

国

外 也很流行
,

我曾用它来讲解色彩信仰的民俗
,

就很有科学说服力
。

对国外流行的各 种
:

科 学

研究方法
,

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关门和排斥
,

更不要在无知的 }
l

牙况下
,

先 痛骂一顿
,

而应该

了解它
,

研究它
,

运用它
。

日本的研究很注重视点
,

视点不是观点
,

而是看问题的出发
J

点和角度
。

我们不大注意研

究的角度
,

而是过多地注意研究的观点
,

虽然

观点是重要的
,

但是角度也很重要
。

欧美
、

日

刁; 有成就的学者都很注重研究 角 度
,

他 们 认

为
,

在世界科学发展的今天
, 一定要站得高

,

先从宏观的角度看
,

然后再进行微观研究
。

他

们认为我国的某些学术研究
,

包括民俗学的研

究
,

视野太狭窄
,

研究的 目标不明确
。

他们对



某一民俗现象不是看作孤立的现象
,

而往往从

全世界全人类或多民族
、

多地区角度考虑
。

他

们可以从我们某一地区的某一风俗直接跳跃到

他们国家的某一个地方
,

进行比较研究
,

表面

看来只是简单地比较 研究
,

但视点不一样
。

他

们的视点就象从太空某一点看地上 两 个 点 一

样
。

我们的研究有的太拘泥
,

太刻板
。

这不是

思路问题
,

要有根据
,

近二十年的许多科学成

果
,

人家提起来
,

我们甚至闻所未闻
,

国内图

书馆也找不到
,

研究过程中也从来没接触过
,

而人家可 以信手拿来
。

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学术

上的闭关自守造成的视野狭窄的状况
。

在访问中
,

我还结识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学

者
,

有欧美的
,

也有东方的
。

南朝鲜民俗学会

会长
、

汉城大学教授任东权博士
,

是国际著 名

学者
,

通过和他的交流
,

我发现他的研究 已经

完全国际化了
,

吸收了大量的国际上的研究方

法
,

写出了不少研究朝鲜民俗和东亚 民俗的巨

著
,

很有影 响
。

从这 里可以看出
,

最近十几年
,

国际上民俗学研究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

要承认

这种现实
。

所 以我们在医治创伤的同时
,

必须

加快步伐
,

否则
,

我们的研究永远是落后的
。

3
、

关于我国民俗研究的现状以及如何推

动我国民俗学事业迅猛发展
,

能否请您谈一下

看法 ?

答
: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民俗学研究 已经进

入了一个新兴阶段
,

应当说是方兴未艾
,

有很

好的势头
。

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
:

(一 )
、

民俗科学还没有引起我们国家有

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

在 日本这样的国家
,

民俗

学已经成为广泛的应用科学
,

在他们所有的现

代化城市里都可以看到民俗的影子
。

他们在东

京那样的大都会里
,

不仅有世界一流的国立历

史民俗博物馆
,

还专门设一个民家博物馆
,

这

是全国各地农村人家捐献的日本最古老最典型

的房屋
,

直接搬来安放在那里
,

目的是让现代

化的人民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继承和发

展的
。

他们把民俗学看作推陈出新
、

发展民族

文化必不可少的东西
,

在他们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中
,

一方面是高度现代化
,

但是同时还

保留着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民俗特色
,

在资本主

义发达的文明国家
,

民俗学研究已经成功地应

用到他们的现代化建设 中去了
。

(二 )
、

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还不是强有

力的
,

比较单薄
,

不平衡
。

我们全国各地的民

俗学会还寥若晨星
,

仅有的几个学会也没有发

挥学会的研究作用
,

比如辽宁民俗学会
,

我是

熟悉的
,

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做好
,

没有成立学

会的地方更谈不上了
。

这与第一点 是 有 关 系

的
,

没有引起重视
,

所 以得不到发展
。

我们培养民俗研究 队伍新的一代太缓慢
,

应该加快步伐
。

研究生的培养
,

讲 习班
、

进修

班的培训
,

多渠道进行
,

有条件的大学应该尽

快开民俗学课
,

甚至办民俗学 专业
。

另 一 方

面
,

从中央 到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该尽

快建立民俗学研究所
、

研究室
,

开辟阵地
,

创

办刊物
,

象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

干年青的民俗 队伍
,

没有强有力的研究力量
,

是绝对不行的
。

(三 )
、

我们的民俗研究目前还停留在阿

顾状态
,

不仅是左顾右盼
,

而且是回顾
,

沿着

过去的路子走
,

还往往用半个世纪前的经验和

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
,

步伐非常缓慢
,

为研究

而研究
,

为调查而调查
,

为搜集奇风异俗而搜

集
,

表现出明显 的保守状态
。

在当今的世界
,

八十年代的民俗学研究目标是什么
,

我 们不明

确
。

在这一点上
,

我们应该吸取 日本和其他一

些先进国家的做法
,

他们的调查研究做得比较

充分
,

他们研究民俗是为了了解 日本民族文化

的过去
,

推动 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

是立足于

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
,

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

有作用的
。

比如 日本国立音乐大学是现代化一

流的音乐大学
,

但是他们的著名学者却研究农

业劳动及古老信仰方面的歌谣
,

目的就是在发

展今天 日本民族音乐方面找出继承关系
,

推动

日本民族音乐的新发展
,

跟社会的现代化结合

了起来
。

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这样做
,

还仅仅停



四 化 建 设 需 要 民 俗 学

一访 杨 蟹 博 士

陶 冶

在本刊创刊前夕
,

我们拜访了著名民族学

家杨壁先生
。

杨先生虽已八十高龄
,

但是身体

非常健康
,

仍然勤奋著述
。

他得 知 《民 俗 研

究》创刊
,

非常高兴
,

他说
: “

我们正在进行

四化建设
,

不 仅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
,

还

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

现在
,

对许多风俗我

们还不了解
,

在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

多
。

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
,

就必须了解

中国的国情
,

必须进行 深入地调查研究
,

这些

调查要和现实情况结合起来
。

目前
,

我们正在

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

经济现象有许多包括

在民俗习惯中
,

有许多在外国行得通的东西
,

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
。

所有这些
,

都需要从

民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

在谈到民俗学研究 的现状 时
,

杨 先 生 认

郭
: “

我们现在的民俗学研究
,

不能限于狭义

的民俗
,

要扩大
,

要结合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

设
,

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民俗学研究应

* *

留在一般的抢救观念上
,

认为再不研究就消亡

了
,

这是比较保守的
。

我们社会的未来向哪个

方向发展
,

把它作为民俗学研究的目的
,

那 么

我们的研究就有一定的 自觉性了
。

今后我们在

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应该跟上
,

应当把发展中华

民族文化的意义突出出来
。

(四 )
、

我们目前的民俗调查和研究在性

质上还没有与其他学科有更好的科学分野
,

常

常出现混淆的状态
。

比如政治学
、

社会学与民

俗学是近缘关系
,

但是在研究上民俗学要有自
「

己的独立性
。

长期以来
,

政治概念常常冲击民

裕学
,

这对民俗学研究是没有好处的
。

比如我

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
,

用一般的政 治观 点 来

该同文学
、

语言学
、

历史 学
、

民 族 学
、

地 理

学
、

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
,

从多方面进行研

究
。
”

谈到 《民俗研究 》杂志
,

杨先 生 认 为
:

“
现在国内各种各样的刊物很多

,

一个刊物首

先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

《民俗研究 》要发挥地

方性的特点
,

发挥以山东大学为主的优势
,

发

挥学校各级领导对刊物大力支持的优势
。

在研

究中
,

要利用老先生们的学术优势
,

围绕老先

生的研究课题进行专题研究
,

以研究课题为中

心组织刊物的稿件 ; 应该以山东为中心
,

联合

济南各方面的人力
、

物力
,

对民俗进行全面地

调查研究
。 ”

最后
,

杨垒先生祝 《民俗研究 》杂志办的

生动活泼
,

越办越好
。

我们对杨先生的支持和

关心深表感谢
,

并祝愿他健康长寿
,

有更多的

学术著作问世
。

* *

看
,

民间信仰的东西几乎都是反面的东西
,

但

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
。

有些东西
,

从政治观点看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

但是从民俗

学观点看能够成立
,

比如并不采取迷信手段而

长期 存在于人们当中的某些 信 仰
,

叫 做
“
俗

信
” ,

是要长期存在的
,

也是可以存在和允许

存在的
,

这就是民俗学的观点
。

现在需要民俗

学联系其他学科进入深入广泛的研究
。

我们由

于条件较差
,

方法陈旧
,

在研究中不仅资料不

足
,

信息不灵
,

而且空泛
、

单 调
,

总 是 老 一

套
,

我们应该在民俗学的方法论方 面 有 所 发

展
、

有所突破
,

否则
,

不会有什么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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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更广泛了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当今民俗学研究 的对象

和范围
,

已经从狭隘的古文化残存物发展到对

现实生活中各种
“活” 的社 会生活现 象 的 研

究
。

民俗学不仅研究过去时代所遗 留下来的各

种奇风异俗等残存文化
,

而且更注意研究活跃

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各种习俗以及正在产生的新

风俗
。

民俗学不仅注意对农村以及落后 地区风

俗习惯的研究
,

而且开始把视角转移到越 米越

多的都市民俗的研究中来
,

这是同全世 界乡村

都币化的趋势相适应 的
。

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受英国早期民俗学派的

影响较深
,

在研究对象和范 围方面
,

基本上是

按班尼女士的观点
,

因而受到了很大局限
。

近

几报
,

随着我国民俗学的复兴
,

国内的一些民

俗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 了新的

探索
,

较以前有所突破
。

国外的一些新观点也逐

渐被介绍进来
,

引起 了我国民俗学者的重视
。

民俗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掌握进行实际调查

即 “田野作业
” 的方法

。

掌握切实 可 靠 的 资

料
,

是进行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
。

对于民俗

笋来说
,

资料的调查
、

采集工作尤其重要
,

这

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
,

从而建立中国特 色的民

俗学的基础
。

在研究工作中
,

民俗学最
‘ l

常采川

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
。

运用比较法能够开阔研

究者的思路
,

使研究的结果具有说服力
。

运用

比较法研究必须是在掌握 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
,

否则
,

也就无从比较了
。

另外
,

象历史

法
、

统计法等也是民俗学常用的方法
。

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
,

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

民俗学的研究中来
,

譬如系统论
、

控 制论
、

信

息论
、

符号学等
。

在研究手段上
,

现在世界各

国的学者
,

更多地利用现代化手段
,

如 电影
、

电视
、

录音
、

录像等来保存民族古老的文化和

现代人的生活习俗
,

以利于更好地进行研究
。

开展民俗调查和研究
,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

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民俗学的研究
,

可以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 思想工作提供参考
,

有利

于移风易俗的顺利进行
;
可以 为 文 艺 学

、

历

史学
、

社会学
、

民族学
、

生物学等学科提供资

料
,

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 可以为地方志风俗

志 的 编 写 提供理论指导和基本材料多 可以使

广大人民群众加深对祖国古老文化的了解
,

增

强爱国心和民族自信心
,

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
一

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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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的优

势
,

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

就是具有基层大规模

调查的有利条件
,

而国外有许多不便之处
。

他

们手段现代化
,

但是很少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

调查
,

全靠学者 自己下去调查
,

而这种调查是

有限的
。

我们的基层文化工作者都可以充分调

动袒来
,

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调查
。

要用

科学方法武装这些稠查人员
,

这样调查来的资

料就是国际上最宝贵的资料
,

就等于为全少
、

类

积累财富
。

应该站得高一点
,

不要以为仅仅是

为戎们本乡本土
。

我们只要加强培训
,

充分利

用我们的人才智力
,

完全可以 做到
。

我们国家

的泉俗目前还是活跃着的
,

所以我们应 i亥抓紧

调查研究
,

而调查材料是我国民俗学界最宝贵

的财富
,

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桥梁
。

我们的民俗

研究应该以民俗调查为先导
,

没有材料
,

研究

不出结果来
,

应该配合全国各地地 方 志 的 编

撰
,

同时把民俗志编好
。

(六 )
、

我们要加强国际交流
,

特别应该

希望 , !“青年学者更快地更早地多 出去
,

把我们

的民俗调查和研究纳入到国际调查和研究的轨

道
,

同步进行
。

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民

俗学
,

并不等于要关起门来别高一李
,

要加强

国际对话
。

在研究 手段上
,

要尽可能现代化
,

或国家主持
,

或 进 行 协 作
,

使 用 录 音
、

录

象
、

电影采
_

录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有关资料
,

尽

快赶上或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