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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学 科 发 展 的 新 里 程

跨 入 一新 时 期 的 标 志

一一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今钟敬文当选为学会理事长
,

马学良等九人为副理事长
,

张紫晨为秘书长
。

△民俗学的三个发展
、

趋势和学术讨论会的兰个特点表明 中国民俗学正在摆脱西

方模式影晌开始走向凳有巾 园特色的献兜僧黔
#

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于 � �   年 �∃ 月% 日在北京 隆 重 召

开
。

中国民俗学老一辈著名学者
、

学会领导钟敬文
、

杨剪
、

杨成志
、

罗致平
、

白寿彝
、

容肇

祖
、

学会秘书长刘魁立
、

张紫晨和学会理事
、

各省市会员代表八十余人出席了大会
。

这

次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是在我国进一步开放改革的形势下召开的
,

会议的重要任务是

总结学会五年来的工作
,

选举第二届领导人员
,

并讨论民俗学今后的发展和加强学科的

建设问题
。

立次天荟共收到学术论文 & 。∋篇
,

矢会上宣读 了!! 篇
。

这些论文涉及到民俗学 的
、

各

个领域
,

与刽七表发言热烈
,

思想活跃
。

这次学术讨论会表明
,

(中国民俗学 出现 了新的
发展趋势

‘
首先

,

许多代 表强调 民俗学研究要注意克服脱离社会实际
,

只追求纯学术研

究的倾 向
,

而要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变革
,

研究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出现 的新课题
。

一些

学 者 从 不同的角度探讨 了民俗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特点和发展规律
,

在移风

易俗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

与会代表还具体地介绍了他们在这方

面的实践方案
、

方法
、 ‘

效果和设想
。

第二
,

一些代表强调
,

民俗学的学术活动要密切注

意积极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他们或者从理论上论述了民俗事象
、

民俗心理
、

民俗美学

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实用功能
,

或者从实践上提 出建立生产
、

培训
、

科研三位一体的旅

游民俗经济实体的设想
,

或者从经济效益方面勾画出兴办各种 民俗中心的蓝图
。

第三
,

从与会代表的发言和最近的研究趋势看
,

民俗学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

民俗学众多分支

学科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
。

一些学者或从宏观上构筑了不同系统的不同层次的民

俗学结构框架
,

或从微观上没计出建设各舍民俗学分支学科的具件规划
,

仅在会上提出的

分支学科建设纲要的就有中国饮食民俗学 ) 民俗语言学
、

群卒文化民俗学
、

民俗社会学

等
,

还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旅游民俗学
、

政治民俗学的设想
。



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思想观念较前有了更大的开拓和更新
,

如 民 俗 价值观念的提出
,

雅俗文化的辨正
,

民俗工程的框架
,

系统论和结构理论的应

用
·

一
,

都表现 了民俗学者们的探索精神
。

二是民俗科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进

一步加强
。

许多论文吸收了人类学
、

社会学
、

考古学
、

博物馆学
、

神话学等多 学 科 的

研究成果
,

并且还十分注意用民俗学的理论去解决其它学科中助阿题
。

三是田野调查方

法更进一步受到重视
,

而且注意调查手段的现代化
。

有关赫哲
、

达卓争尔
、

鄂温克
、

鄂伦

春和其它边疆少数民族 民俗的调查报告
,

不但对各民族的民俗事象进行科学记 录 和 分

析
,

力求揭示它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规律
,

还提出移风易俗的具体建议
。

这些发展趋势和特点说明
,

我 国民俗学经过几年的初创之后
,

已经迈开 了 新 的 步

伐
。

今后
,

在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
,

更多的民俗分支学科领域和应

用 民俗学的研究将会得到新的发展
。

民俗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重

要作用将进一步显示出来
。

学术讨论会后召开 了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

钟敬文同志主持 了大会
,

学会副秘

书长张紫晨 同志代表上届理事会作了题为 《开发民俗资源
,

加强学科建设 》 的学会工作

报 告
,

王 文宝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学会章程的报告
,

梁大森同志作了关于学会 财 务 工

作的报告
。

大会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

代表们对第一届理

事会五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

对秘书处成员的积极忘我工作精神给予称赞
。

大会经过反

复酝酿协商
,

充分发挥民主
,
以差额选举方式

,

投票选举钟敬文等七十五人组成新的理

事会
。

钟敬文教授继续当选为学会理事长
,

马学 良
、

杨竺
、

杨成志
、

白寿彝
、

容肇祖
、

罗致平
、

刘魁立
、

张紫晨
、

乌丙安九 名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
,

并选举钟敬文等十七人为

常务理事
,

确定秘书长为张紫晨教授
,

煦客潘
、

李德芳
、

王文宝为副秘书长
。

大会历时五天
,

于 �∃ 月∗� 日胜利闭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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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

我国很多导族都有穿耳戴坠习俗
,

羌

应当看到曲彦斌同志迈出的这一大步 族亦然
,

而行穿耳之术均在端午
。

届时由

是难能可贵的
,

是值得庆 贺和赞扬的
。

他 有经验的妇女为启蒙女孩施行
,

其方法是

以一名 自学成材的青年民俗科学和语言科 先用花椒使被施者的耳廓麻木
,

然后用花

学工作者的力量开拓一门新的科学
,

是十 椒刺刺穿耳垂
,

搽上雄黄酒以 防感 染 发

分艰苦的
。

然而
,

他终于走上了通往理想 炎
,

待伤口 无痛后 即可戴上银光闪闪的耳

的成功之路
。

对于这样勇于进取
、

善于开 坠了
。

这是羌族姑娘开始角色化的重要一

拓的新的一代科学研究者
,

学术界一定会 步
,

也是其女性地位渐被人们承认的明显

热烈欢迎并大力支持的
。

标志
。

,
·

做为本书的第一个读书
,

我希望作者 (作者单位 中国民间文 艺

不久将为我国民俗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奉 家协 会四 川分会 +

献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



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
( 以胜 氏笔 划为序 +

宝杭彝芳兰忱海春常梅杨君馨森华文小寿惠富恕宏景恩三
−

学道木光王田白仲李刘杨吴宋范柯贺顾梁潘于 形
王树村
叶春生

李万鹏
过 伟

刘其印

严汝娴
杨景震
张紫晨
陈佩斯

林 河

钟敬文

秦家华

陶立潘
程思炎

马学良

乌丙安

叶 涛

李文瑞
曲彦斌

刘晓蓉
苏德富

杨智勇
汪汾玲

陈勤建

罗致平

段宝林

徐华龙

曹振武

程 音

王士援
龙海清
丘桓兴

李洪臣
吕洪年

.

刘铁梁

杨成志
连树声
宋兆麟

何红一

波
·

少布

郭子升

徐洗尘

度修明

蔡铁民

王汝斓

叶大兵

邢志萍
李德芳
任 骋
刘魁立

杨 荃

张振犁

陈国强

林忠亮
娄熙元
脊树人

容肇祖

梁耳白泉
魏采萍

山东民协召开
“

秃尾巴老李
”

学术讨论会

对龙文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使人们将目

光逐渐转移到对民间龙文化的研究上
。

/

月 %  

—
∗。日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

分会在济南举行了民间龙文化
—

“

秃尾

巴老李
”
学术讨论会

。

中国民协副主席刘锡诚
,

∀

山东文联副

主席金西
,

省民协名誉主席关德栋
,

主席

王太捷
,

副主席李万鹏
、

李传瑞
、

江源
、

梁兴晨等同志出席了会议
,

参加会议的还

有来自全省各地市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共∗∋

人
,

会上宣读了二十篇学术论文
。

“

秃尾巴老李
” 是流传于山东和东北

一带家喻户晓的秃尾龙
,

也是一条人情味

很浓的风俗龙
。

其传说内核为
&
其母受感

应而产龙
,

父恶之断其尾
,

遂名
“

秃尾 巴

老李
”

‘

秃尾 巴老李历经磨难至黑龙江
,

受

老乡帮助 战胜小 白龙占住黑龙江口后每年

回家探母坟
,

归必挟雨雹
。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
&

有关秃尾 巴老

李的传说
,

突 出地反映了山东移民关东的

历史事实
,

形象地再现 了山东大 汉 性 格

特征
,

从其中残存的某些神话片断来看
,

与古老的东
,

夷文化有着极为密切关系
,

引

起人们对东夷地区龙文化的再思考
。

中国

家协会副主席刘锡诚同志就
“

秃

与文化英雄的比较
”
作了长篇发

秃尾 巴老李的传说具 有 海 洋文

化的特色
,

而决非黄土文化的产物
,

秃尾

巴老李很象一个文化英雄
。

希望我省民间

文艺工作
∀

者能拿出极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

据省民协主席王太捷同志透露
,

会议

中收到的 沦文不久将结集出版
。

(牟国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