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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中国 民俗学会 的

学 科建设任 务

乌丙安

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务 , 在

钟老百年离世之后的今天 , 十分紧迫而沉重地压在

了全国民俗学者的身上 , 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压在了

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 。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和它的

全体成员 , 能否挑起这副重担并很好地完成这项任

务 , 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次重大考验和严峻挑

战 。

、 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在我国现行体

制下所具备的条件 。经过近 多年的社会科学学科

发展 , 实践证明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 , 任何一个学

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 甚至是最有权威性的或最有

个人魅力的学术领导人 , 都难以直接推动或左右全

国性学科建设的进程 , 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

经受我国科学体制的制约和行政管理的支配 , 民俗

学科也并不例外 。众所周知 , 在我国 , 学科发展除

了本学科同仁们做好本职研究工作外 , 起码要具备

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该学科必须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

对国家能作出突出贡献

二是该学科的重要性和己有成就必须得到决策

机构领导层的认可 , 同时被列入议事 日程和发展计

划

三是该学科拥有被国家领导层认定的学术权

威 , 并为国际国内广泛承认的具有参与或干预本学

科发展的高强能量的人士

四是该学科的学人必须形成强大合力或形成有

实力的学术带头人群体 , 同时具有发展学科的高

度使命感 、责任感和活动能力 , 通过多种媒体和渠

道 , 推动该学科形成强势学科的态势 。

以上 个条件对于我们民俗学科的建设也完全

适用 。

过去民俗学界在这四方面都做过努力 。从某些

方面或在某种意义上说 , 成就是显著的 。全国从

事民俗学工作的同事们 , 不论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

员 , 还是各省 、 市 、 自治区民俗学会成员 , 或没有

参加学会的许多民俗学者们 , 都己经做出了应有的

成绩或出色的贡献 。在一定层次的有关政府机构及

其科教政策执行人中 , 民俗学科的重要性和许多显

而易见的民俗学成就己经得到承认或有限的肯定 。

在己往的几十年中 , 以钟敬文教授为旗帜的国内外

公认的学术权威 , 直接推动并参与和干预民俗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 , 已经在特定的范围内做出了历史性

贡献 。在传播民俗学科信息和交流民俗学研究成果

的媒体舆论上 , 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一



2 、 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存在的难题和

欠缺 。老实说 ,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已经发挥的

积极影响 , 比起一些十分活跃的强势学科的发展进

程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我们也没有必要过高估计

我们己有的成绩 。毋庸讳言 , 民俗学科还存在着许

多大大小小的难题和基本条件方面的严重欠缺 , 有

待今后解决和弥补 。有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重要难题

和欠缺 , 还迫使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 , 并找出逐步

解决的办法 。比如 , 民俗学作为一门官方标定的二

级人文学科 , 在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定位 怎样才能

形成完整的 “三位一体 ” 的发展系列 即 民俗

学在全国高教文科系统发展成完整的有专业学士 、

硕士 、博士的人才培养和教学系列 。 民俗学在

全国科研系统发展成有合理布局的民俗研究机构 ,

分别承担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民俗的完整研究系列 。

民俗学在全国多种文化系统 , 如民俗旅游 、 民

俗节会 、 民俗博览 、 民俗礼仪 、 民俗饮食等多方面

发展成民俗实践的完整应用系列 。 如果做不到这

三位一体的发展系列 , 要想把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

民俗学科转化为强势学科 ,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

民俗学学科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发展战略问题 。

①目前 , 我国除了西北民族学院建立了民俗学

系之外 , 全国高教文科系统还没有建立第二个民俗

学系级单位 , 更谈不上实施民俗学专业招收本科生

的项目和计划 。专业硕士授权单位也相应很少 , 民

俗学专业博士点只此一家 , 绝无仅有 , 这和我国多

民族的民俗文化传统及当前民俗文化发展热潮是否

相适应 这是否正常

②目前 , 除了辽宁社科院设有民俗学研究所

外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其它省区社科院至今都

还没有民俗学专业研究机构 , 这和当前我国持续升

温 、席卷全国的民俗文化热潮是否协调 这是否正

常

③目前 , 各种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纷纷登

场 , 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

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 。山东大学的 《民俗研究 》

年来几乎承担了民俗学准国家级的学刊任务 , 如

今 , 中山大学又隆重推出了大型 《民俗学刊 》 但

是 , 众所周知 , 在我国现行期刊管理体制和学术管

理体制下 , 它们仍然不具备国家级学刊的认定资

格 。这样既直接妨碍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 , 也

大大限定了民俗学者学术职称和级别的有效提升 ,

严重阻碍了民俗学科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 。

④目前 , 我国在民俗文化资源的应用方面仍处

在自发的无序状态之中 , 许多急功近利的政府机

构 、 企业单位 、行政官员和非民俗专业人员 , 随时

随地以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名义 , 用大量非民俗 、

伪民俗的文化质品和垃圾充当民俗文化精品 , 欺骗

国内外游客 , 严重站污了我国民俗文化的优 良传

统 , 同时也大大损害了国家形象 。面对这种现状 ,

民俗学人要不要投入全国民俗文化活动热潮 , 发挥

民俗学科的指导和积极影响作用 , 在国家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实践中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我国民俗学界同仁无法避开的现实问

题 。我们没有理由把问题都寄托在科教行政部门领

导者自上而下的发现解决和垂爱怜悯上 , 相反我们

确有责任共商民俗学科的大事 , 找到有效的解决办

法 。民俗学人自己的梦还需要民俗学人大家共同来

圆 。

、 中国民俗学会必须肩负起学科建设发展的

历史任务 。过去的 多年 , 民俗学界的同仁们面对

学科发展 , 习惯了一种办事原则和方式 , 那就是

凡是民俗学科发展建设的大事小情 , 几乎事无巨细

都要仰仗钟老出头露面 、签字画押甚至东奔西跑去

解决 , 直到他老人家离世前的最后时刻 , 他还为一

份重点学科的申诉文件签了字 。特别是在钟老的门

内外弟子申 , 有一种 “天塌下来有人顶 , 和 “大树

底下好乘凉 “的惰性 钟老离世之后 , 这种办事原

则和方式的惯例从此失去了依赖和支撑 。大家都知

道 , 从此再没有谁能有钟老那么高的威望和那么强

的个人魅力 , 去有效参与和干预民俗学科建设了 。

这种失落在我们许多同事中间曾经困惑了较长时

间 。今天 , 当我们告别了钟老 , 痛定思痛 , 不能不

在反思中唤起我们晚生后辈的责任 , 想一想要不要

考虑今后如何团结一致 , 扫除内耗 , 解放思想 , 锐

意改革 , 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 , 以集体合力的强势

参与或干预民俗学科建设的工作 从 月以来 , 我先

后收到了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两位民俗学教授的电话

信函的询问 。他们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了 “后钟敬

文时代 ” 中国民俗学发展前景的质询 并密切关注

新一届中国民俗学会的构成及其今后的工作表现 。

这就更加唤起了我们继承钟老遗志的使命感 。因

此 , 所有有关学科建设发展的任务 , 责无旁贷地落

在了我们大家的身上和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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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全力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下 , 才有可能求

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民俗学会理当能够执行

并促进完成本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 , 别无选择 否

则 , 这样一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组织还有什么存在的

价值

、 中国民俗学会只有在 自身建设的改革中求

生存 、 求发展 , 才有可能取得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成

功 。新一届中国民俗学会应该在以下几个学科发展

的具体问运上进行讨论 , 作出相应的决议 , 并采取

措施 , 分工负责 , 付出努力 。

①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社团 , 有资格 、有

权利和义务向国家决策机关就学科建设和发展建

言献策 。同时要认真考虑 , 民俗学科应该用什么形

式 通过什么程序 通过什么途径 才可能用我们对

学科发展的建议说服主管领导人 , 并促请他们认可

民俗学科的发展需要 , 及时把它纳入到近期实施的

人文学科发展规划之中 。

②学会要以国家一级学会的名义或以众多民俗

学者签名的呼吁方式 , 发表系列科学论证学科发

展的文稿 , 通过有较大影响的传媒扩大民俗学的宣

传 或与有实力的媒体联手共同安排民俗学科在舆

论传播方面的有效做法 。

③学会要在学会成员从事民俗研究与国家在民

俗文化发展应用方面的需求之间架起民俗工作实践

的桥梁 , 主办 、 承办 、联办或积极协办重大的民俗

文化活孝 , 使民俗学科和民俗学者在各项民俗文化

活动中派上大用场 , 甚至还能发挥卓有成效的指导

作用 , 为当代民俗学者参加当今社会民俗文化实践

创造充分条件 , 帮助研究者走出脱离现实的象牙之

塔 。

④学会力争筹划申请主办或联办全国性民俗学

专业理论期刊 , 用以推动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及学科

建设 。或设法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 , 努力促成 《民

俗研究 》或 《民俗学刊 》在期刊级别上得到提升

又由于民俗学优秀研究成果在其它国家级期刊上常

常因为学科分野的不协调受到冷落 , 因此 , 迫使我

们不得不为创办自己的全国性学刊而努力 。

⑤学会必须在改制和改组的自身建设和改革中

求得生存 。加强集体领导 , 发挥群策群力的功能 ,

团结一心 , 开拓进取 。认真修改学会章程 , 把原来

的理事长负责制转变为主席团集体领导下的主席负

责制及年度执行主席分工负负责制 。调动全体理

事 、常务理事 、 主席团成员最广泛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 并发挥学会会员的多种才能 , 办学科建设的大

事 、 实事 比如 , 办好一年一度不掺水分的 、 不摆

花架子的 、 不搞名堂的学术年会 。学会必须有稳

固坚实的挂靠单位 , 学会今后挂靠在任何一个小级

别的研究单位 系级 、 所级以下教研室 、研究室级

都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学会必须积极建设多

种专业委员会 , 并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系统发展理事

单位 , 随着事业开拓大力发展会员 , 既开拓了组织

也有利于筹集较稳定的学会活动经费 , 以利生存 。

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正任重而道远 , 在新

世纪的学术新历程中 , 中国民俗学会责无旁贷地要

敢当此任和甘当此任 。因此 , 就需要我们全体会员

同心协力 , 为民俗学学科更大的繁荣 , 贡献出我们

大家的聪明才智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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