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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侧记

本刊记者 鲁 讯

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 �   !年 �� 月∃∋ 日至∃ 日在北京召

开
,
来自全国∃∋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 �� 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 月 ∃ ( 日上午
,

大会开幕式在中央民族学院主楼会议室举行
。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

长罗致平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

钟敬文教授致开幕词
。

钟敬文教授在开幕词 中指出
)

我国

的民俗学事业
,

几年来
,

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
、

可庆贺的发展
。

我们这次大会
,

是承前启后的大会
,

是检查过去工作
、

显示当前学术成就和确定未来学术工作方向的一

次大会
。

我们强调民俗学是一门科学
。 “

作为广大人 民生活
、

文化事象的民风习俗
,

既

是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
,

也是当前不容忽略的国情的重要部分
。

在当前社会剧

烈变动的历史时期
,

我们广大国民 必须充分地认识它
、

辨别它
,

并继承和发扬其优秀

部分
。

使之成为新时期新文化的有机部分
。

而要达到这种庄严 目标
,

就必须进行民俗学的

收集
、

研究和应用
、

推广工作
。 ”

他希望代表们同心同德
,

热烈讨论
,

明智献策
,

使大

会能够在短促的时间内
,

完成它的预期任务
。

他语重心长地寄语与会民俗学者
,

为严肃

的民俗科学事业而奋斗
, “

祖国的学术史
、

文化史
,

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功劳
。 ”

中央民族

学院副院长梁庭旺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国昌分别向大会致贺词
,

他们高度 评价中国

民俗学会的工作在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

培养民俗学专业高层次人才
、

增进各民

族团结
、

开展国际民间文化交流
、

推动四化大业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
。

国家民委教育司
、

国务院侨办文教 宣传司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
、

中央民族学院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

中国民俗学会

顾间林耀华教授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刘锡诚研究员
、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渡边

欣雄
、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马学 良教授
、

刘魁立研究员
、

乌丙安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

在主席台就座
。

大会还收到著名学者任继愈
、

于光远
、

刘大年
、

陈岱孙
、

陈荒煤
、

金宏

达等的祝辞
,

中国人类学会
、

中国民族学会
、

中国汉语学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

上海民俗学会
、

广西 民俗学会等单位也给大会发来了贺信或贺电
。

∃( 日下午
,

大会开始举行学术交流
、

钟敬文
、

乌丙安
、

宋兆麟
、

渡边欣雄四位专家

作大会发言
。

钟敬文教授以 《 民俗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
为题

,

就三个方面进行阐

述
)

# � & 民俗研究与经济大潮
∗

# ∃ & 民俗研究与民俗主义
∗

# ! & 民俗研究与科学

学风
。

他指出
,

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革
,

经济
、

文化领域都包括诸多层次
。

民俗事 象与各



+ 以知+ 勺、 + , 训+ , + 沪‘ , 护。 , 创勺, 肠 月口电、, , 户口肠 门‘ 月护‘勺、+ ‘人自 + 训‘+ 户+ ‘、山电尹‘勺 、+ ‘口曰 ‘、, 门以知+ , 日+ 翻
+
的 ‘、翻 , 八户门日以 + 产+ ‘仙 电户, 阳、叭七协阳

产

“

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

理事长
、

副理事长
、

常务理事名单

理 事 长 钟敬文

副理事长 #按姓氏笔划为序 &

马学良 王文宝 乌丙安 刘魁立 杨 塑 宋兆麟

柯 杨 段宝林 陶立播

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

马学良 王文宝 鸟丙安 叶大兵 叶春生 叶 涛

刘铁梁 刘魁立 杨知勇 杨 笙 李 晖 李惠芳

宋兆麟 张振犁 阿不都秀库尔
·

吐尔迪 陈勤建

柯 杨 钟敬文 段宝林 贺学君 郭子升 徐华龙

曹振武 塔 娜 董晓萍

, 一一一气
备
蛋
蛋
蛋
蛋
蛋
∗
蛋
鉴

− 、 . ,
. , ,

蛋
张做犁 蛋

蛋
蛋
蛋
蛋

田刁
、

杭 /
吴景春

周 星

陶立播
蛋
∗

一一一一0

尸

1
1
,2

∗考
1+�
)
考+李+考+考考于毛德仁

种层次关联
,

而往往浮现于社会趋向和大众行为的表层
。

在这
’

种情况下
,

应用民俗学的

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

如经济市场
、

现代都市与民俗的关系等
。

它的深层则是 民俗意识的

历史传承
。

社会形态 # 以经济形态为基础 & 的急剧变化所引起的民俗表层形态的不断适

应性改变
,

使 人们到最后有时也弄不清这种表层形态的本来面目
,

但它的深层民俗心态

是稳定的
。

这就要求民俗学的基 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都达到较高的层次
,

才能够提炼

出科学现象
、

闸释科学现象
,

而不是搞民俗主义
,

乃至走过了头
,

倒向庸俗经济学
。

民

俗学者要端正学风
,

识别真
、

假民俗
,

通过不断学习
,

认清中国民俗学的基本性质和发

展方向
,

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
‘

避免误区
。

与会代表对钟老的报告报以热烈的

掌声
。

大家一致反映
,

报告对当前我 国民俗学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理论困惑
,

抓得准
,

谈

得深
,

对于本届大会深入开展学术探讨
,

具有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
。

乌丙安教授报告的

题目 《关于访问 日
、

德
、

韩等国家及台湾等地区的简要汇报 》
,

描述了国外民俗学的发

展现状
,

对代表们思考国内民俗学走向
,

有参考价值
。

宋兆麟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 《顺

应历史发展
,

积极开展研究 》
。

他认为
。

改革开放
,

需要民俗学
,

欢迎民俗学家
,

也正

在把中国的民俗研究推向世界
。

面对新的挑战
,

我们需要开拓应用 民俗学的研究
,

需要

锲而 不舍地攻克基础理论课题
,

同时更要加强学者队伍的自身建设
,

提高素质
,

搭好梯

队
。

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

具体
、

中肯
,

活跃了大会的学术气氛
。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社

会人类学教授渡边欣雄在会上介绍了 日本民俗学研究与北海道民俗研究的情况
。

�� 月∃ 3 日
,

学术讨论进入分组交流阶段
。

与会代表分成三个组
,

在各组召集人的主

持下展开学术讨论
。

代表们畅所欲言
、

交流成果
、

传道释惑
、

好戏连台
,

使本届讨论会
、

呈现出信息量大
,

内容比较丰富扎实
,

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比较集中等特点
,

体现出改



革开放以后
,

特45� 是近五年来
,

我国民俗学者积极探索民族民间文化科学
,

开展国内外

学术交流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
,

在基础理论
、

田野考察和应用民俗学等请
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绩

,

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在理论层次和科学方法上
,

都上了一

个新台阶
。

老一辈学者钟敬文
、

罗致平等满怀兴致地听取了各组的发言
,

学会其他领导

也分头参加各组的讨论
,

并做 了发言
。

代表们的分组发言
,

主要有以下三个内容
)

一
、

利用地方历史
、

地理
、

社会环境和人文资源
,

研究地方 民俗文化
。

代表们提出
,

中国地

大物博
,

历史悠久
,

千里不同风
,

百里不同俗
。

坚持 田野调查
,

进行科学实证研究课题

源源不断
。

只要发扬蚂蚁5肯骨头的精神
,

将收集
、

抢救
、

整理与科研相结合
,

就能发现

各自的选题定向
、

选点定向和选择研究层次
、

步骤的优势
,

使各地的学术成 果 增 加 份

量
,

各有千秋
。

二
、

重视民族文化传统
,

注意中国民俗 自身理论现象的这个层 次
。

古老

的中华文明自成流脉纷呈的博大气象
,

与会代表的学术论文
,

不同于前 儿年
“

文化热
”

发烧发狂地崇洋趋势的某些风潮
,

而是开始思考一般国民民俗事象与中国民俗科学两者

间的关系
+

有些学者指出
,

这两者的联系
,

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理论来填充
,

也不能凭借

一时聪明的宏论臆想或零碎散乱的地方知识来衔接
,

要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事实出发
,

寻找中介
,

提炼科学现象
,

进行整体研究
。

三
、

明智献策
,

鼓励民俗学组织建设的多元

化一体发展方向
。

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血肉相联
,

近十几年经济改革的大潮
,

要反映到

学界 中来
。

与会代表有基层民俗学会的骨干
,

有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
,

也有各地文化机

关
、

民俗博物
、

文化馆所等部门的领导
。

大家欣喜地看到
,

在近年社会和国民生活形态

急剧变动 的时期
,

民俗学界的领导管理
、

高层科研与基层民俗学工作的三支队伍也正在

迅速成长
。

他们各有侧重
,

多向攻关
,

围绕着一个目标
)

自觉承担弘扬民族民俗优秀文

化的历史责任
,

稳定民俗学学术队伍
,

提高国民素质
,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

许多

代表还就这方面的工作
,

向学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

67月 ∃ % 日上午举行全体会 议
。

乌丙安主持会议
,

刘魁立代表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理

事会做了题为 《深入开展民俗的调查与研究
,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俗学而继 续 努 力 奋

斗 》 的工作报告
,

王文宝做了题为 《 关于 # 中国民俗学会京程 8 修改的说明 》
,

田小杭

做了题为 《 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期间的财务工作 》 的报告
。

刘魁立所做的工

作报告
,

共分为三个部分
,

全面地总结了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和五年来中

国民俗学的发展状况
‘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
“

五年来的学会工作
” 。

五年来
,

学会坚持本

会的宗旨
,

继续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

为团结和壮大会员队伍
,

促进民俗的 调 查 与 研

究
,

扩大民俗学的影响和发挥民浴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 中的作用
,

作出

了一 定的成绩
。

学会五年来吸收新会员 ∋ �� 余人
,

会员总数达到 � ∃ ∋。人
。

学会在经 费 等

条件的限制下
,

在各地 民俗学会的支持和配合下
,

采取 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组织 了一

些活动
,

召开 了
“

全国第四次民俗学学术讨论会
” 、 “

中国首届渔岛民俗专题学术讨论

会
” 、 “

巴蜀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
” ,

还派代表参加了山东省 民俗学会主办的
“

全 国首

届民俗学基础理论研讨会
” 。

学会注意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

先后接待 了来 自前 苏

联
、

新加坡
、

美国
、

日本
、

韩国
、

蒙古
、

俄罗斯
、

澳大利亚等国家来访的 民俗学代表团

和 民俗学家
,

还与 日本国立厉史 民俗博物馆 联合进行了中 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的考察
。

学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

积极进行 了
“

中国民俗文化基金会
”

的筹备工作
。

报告



还指出了学会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
“

五年来我 国 民 俗 学 发 展 的形

势
” 。

五年来 我 国民俗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己经成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中一个后来

居上
、

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
。

报告对五年来全国各地民俗学组织的建设
、

各地民俗学的

学术活动
、

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
、

人材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
,

夙时也指出了民俗

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和今后学术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间题
。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
“

对学会今

后工作的儿点建 议
” 。

报告在总结二届理事会工作的基础上
,

对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提

出了儿点建议
‘

# � & 加强学术研究和调查活动
∗

# ∃ &努力提高现有队伍的整体学术

水平
,

按标准积极 发展会员
∗

# ! &办好会刊
,

增加期数
∗

# ∀ &要为创办理论刊物而

努力
∗

# ∋ & 坚持做好基金会的工作
∗

# ( &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

# 3 & 注意理

事会本身的建设
,

发挥秘书处的作用
。

总之
,

希望学会能够
“

增强活力
,

加强研究
,

搞

好会务
,

改善作风
”

把学会办成民俗学工作者的团结奋进的学术之家
+

三 个 报 告 之

后
,

进行大会发言
,

叶大兵
、

刘志霄
、

叶涛等代表谈了自身的感想
。

∃% 日下午
,

代表们分组讨论学会工作报告
,

并提名推荐新一届理事会候选人
。

代表

们普遍认为
,

工作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状况和我国民俗学发展的

形势
,

报告的内容普遍受到好评
。

部分代表还就报告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
+

,

�� 月 ∃  日上午
,

全体与会代表首先就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们的提名拟就的新一届理

事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

选举产生了由  名理事 组成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
。

新一届理事会中
,

既有为创建中国民俗学做 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专家
,

也有近 09 年涌现

出来的
、

富有朝气的青年学者
∗
既有在大专院校

、

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
,

也有长期在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同志
∗ 新一届理事会的组成还考虑到理事的区域分布和

进一步促进地方民俗学发展等因素
。

在稍后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上
,

推举产生 了由∃ 人组 成的常务理事会
,

并选举钟敬文担任理事长
,

马学 良
、

乌丙

安等十人担任副理事长
。

经理事长提名
,

任命刘铁梁担任学会秘书长
,

贺学君
、

周星
、

董晓萍
、

田小杭担任副秘书长
。

紧接着
,

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
,

由新当选的理事长钟敬

文 致 闭 幕词
。

他说
,

这次大会
,

首先展示和检阅了近儿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部分成

果
+

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

从代表们提交大会的论文来看
,

质量上大大超过以往的

水平
,

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力度也比以前加强

∗ 民俗学方法论的

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跟国际 民俗学界的对活越来越 认真和频繁

。

这证明
+

中

国民俗学经过 �� 年的恢复和 发展
,

越来越走向成熟
。

这次大会
,

对学会以往的工作
,

进

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探讨
,

充分肯定了五年来学会在上届理事会的指导下
,

通过全体会员 的

共同努力
,

在民俗文化的收集
、

保存
、

开发
、

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

这次大会
,

还瞻望了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
一

前景并进行了换届选举
,

选举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
,

一

批在学术上有成优
,

又肯为大家服务的新生力量举入学会领导机构
,

这是中国民俗学兴

旺发达的标志和保证
。

最后 钟敬文教授庄严宣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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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五天的大会
,

经过全体代表同心协力
,

集思广益
,

献计献策
,

共 同努力
,

完成

了大会的各项任务
,

达到了顶期口标
。

代表们期待着再次相聚时
,

看到大家 的 硕 果 累

累
,

看到中国民俗学的辉煌景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