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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文 著

钟敬文 与杭州 中国 民俗学会 的 活 动

及厉史地位

摘 要 」 杭 州 中国 民俗学会是 中国 民俗学发展 史 中具有特殊意 义 的 一 个阶段
,

这 一 阶

段的特殊性就在 于 它不仅建立起一 个松散的 同仁性组织
,

还在于通过 民俗学者
,

尤 其是钟敬文

先 生的 努 力
,

使 中国 民俗学开始 变得成 熟和具有现代性
,

对后 来的 民俗学研究产生 了 巨 大 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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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厉史地位陈华文

目
年 月 日 下午

, “ 中 国 民 俗学学科

建设及人才培养
”
专题研讨会有一项专 门 的

内 容
,

就是钟敬文先生与代表们见面
。

钟先

生 自从身体不适 以来
,

已 经有三个多月
。

那天
,

钟先

生气色极佳
,

并精神 非 常激 昂 地对前去北京友好 医

院看望他的外地代表说
“
今天是我住 院 天来最

高兴的 日 子
,

也是我 从事 民俗学工作 八 十年来最

高兴的 日 子
。 ”

他解释最 高兴 的原 因 是
“

现在从事 民

俗学研究的有许多硕士
、

博 士
,

还有 了 许多教授
,

而

当 时我在杭州 时只有娄子匡等三几人
。 ”这种对 比 的

云又丽而云 口

话语
,

不仅从内 心深处道 出 了 与 中 国 民俗学运 动一

直相伴随的百岁 老人深切感慨
,

也蕴含着对历史上

初起时 民俗学发展艰难的记忆和 自己 对于这一过程

中所作 出 贡献 的深深 自慰
。

确实
,

曾 经有过一个时

期
,

有的学者称它为 民俗学的衰微时期
,

这一时期就

是 至 年
,

而这期 间 大部分时间 钟敬文先

生基本上生活在浙江的杭州
,

并且在从事着 民 俗学

运动
。

历史有时会 出 现非 常有趣 的悖论 一方面一 种

轰轰烈烈的运 动似乎停息 了
,

另 一方 面却 同 时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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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水面下涌动着随时会掀起巨 浪的 暗潮
。

这是一

种筛选
,

一种调整
,

其 中 的某些精英会通过适时的思

考和坚韧的工作
,

来证 明 自 己 所从事 的事业是一项

不朽和伟大的事业
。

在 民俗学运动 和 学科建设
、

发

展过程 中
,

钟敬文先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将毕生精

力献给 民俗学事业的大师
。

正如赵世瑜所说 的
“

人

们几乎都公认
,

在 中 国现代 民俗学史上
,

钟敬文是极

少数以 民 俗学 研 究 为 毕 生 职业 的 人 之 一
,

当 他 自

年正式开始走上这条漫 长 的 民 俗学研究之路

始
,

就一 直 不 间 断 地 跋 涉
,

一 直 到 今 天 还 未 曾 停

步
。 ”仁‘〕‘’ ,

这应该是公允的评价
。

众所周知
,

随着革命浪潮 的 高涨 和大批有 为学

者南下广州 以及 年 月 日 中 山 大学《民俗 》

周刊 的创刊
,

一 时之 间
,

中 山 大学继北京 大学之后
,

成为 中 国 民俗学研究 的 中 心
。

然而
,

《民 俗 》周 刊在

刊行 期之后
,

于 年 月 日停刊
,

使 民俗

学运动在失去刊物支持后
,

显得萧条
。

因 此
,

杨望先

生称 年后 到 年 为 民 俗 学运 动 的 衰微 时

期
。

川 而且
,

在后来 的一些研究者 中
,

对杭州 中 国 民

俗学会在中 国 民俗学发展转型 中所具有 的应有历史

地位
,

也未予 以 足够 的重视和评价
。

虽然钟敬文先

生在其《民 俗学 的 历史 问 题 和 今后 的 工作 》的讲话

中
,

曾解释杨先生 的提法受 到《中 国 民 俗学运动歌 》

中“

这里有一个壮大的 花 园
,

里面有奇花也有 异草
。

但现在啊
,

园 丁不 到
,

赏花 的 人更寂寥
”
影 响

,

原 因

是 中 山 大学 民 俗学 的 活动暂 时停止 了
。

在这里
,

钟

先生是用客气 的语调
,

对杨先生 的 提法进行委婉 的

批评
。

究其原 因
,

乃是后来者没有对杭州 中 国 民俗

学会所做的工作予 以 深刻 的认识
,

没有从根本上 去

考察其工作业绩对 民 俗学 发 展过 程 中 的 作 用 和 影

响
。

钟敬文先生是广州 中 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重要

成员 之一
,

在组织
、

编辑
、

搜集整理和研究方 面都有

出 色的表现
。
① 年暑期

,

由 于 刊物编辑方面 的

问题
,

钟敬文先生被迫离开广州 中 山 大学 ②
,

于

年秋到达杭州
,

一直到 年 月 抗 日 战争爆发

当 中除 了 年 月 一 年 月 赴 日 留 学
,

在

杭州 开始 了 九年 实际上 只住约七年不到 的 生涯
。

这一时期 的早期
,

一方 面广州 民俗学工作继续蓬勃

地展开
,

另 一方面
,

钟敬文先生被初到杭州 时那美丽

的西湖所吸引
,

重新引 发了 散文的创造欲望
,

先后 出

版了《西湖 漫拾 》 北 新 书 局
,

年
、

《湖 上散记 》

〔明 日 书 局
,

年
、

《柳 花 集 》 群 众 图 书 公 司
,

年
、

《海滨的二月 》 北 新 书 局
,

年 等散文

和文艺评论集
。

阿英将钟先生 的散文列 为《现代 十

六家小品 》之一
,

郁达 夫编 的《 中 国新文学大 系 散

文二集 》也收有不少钟先生 的作 品
。

钟 先生 自 己 也

说若沿着写作 的道路走下去
,

将成为一位 中 上 自谦

的说法 的 作 家
,

但 是钟 敬 文先生 没有 放弃 自 己 从

年代初 即 已 开始 的 民 间 文艺工作
, “

于 年 春

夏间 ”川 又与 同好们 聚会
,

筹建 了 中 国 民 俗学会
,

并

于 年夏
,

和娄子 匡
、

江绍原等一起正式将学会

成立
。

川 这是继 中 山 大学 民 俗学会 之后一个专 门 为

发展 中 国 民俗学事业而建立的同仁组织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在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取得 的

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建立 民俗学会

这其 中 首 先 是 成 立 同 仁 性 质 的 中 国 民 俗 学

会 ③ ,

然后在学会下
,

又分设各地 的分会
。

据娄子匡

先生在《民 间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五期 年 月

日 发表的《中 国 民俗学运动 的 昨夜和今晨 》中说
,

当

时建立分会的有杭州
、

宁 波
、

厦 门
、

福州
、

漳州
、

汕 头

等地
,

另外还有湖 州
、

绍 兴
、

平湖 等地也建有 中 国 民

俗学会 的分会
。

其 中 漳州
、

汕 头 等地 的 民 俗学会则

是因为 中 山 大学 的 民 俗学会停止 活 动后
,

转人杭州

的 中 国 民俗学会并成为它的分会的
。

这些 民俗学会

都根据 自己 的情况
,

开展活动
,

出 了 不少成果
。

如 宁

波民俗学会 出版 了《民俗旬刊 》五册
, 《歌谣谜语故事

周 刊 》十几期
,

还有《宁波歌谣 》一辑 厦 门 民俗学会

出 版了《福建故事 》
、

《泉州 民 间传说二集 》及《民俗周

刊 》四 五十期 漳州 民俗学会 出 过三十多 期《民 俗周

刊 》和两册《漳州 民 间故事集 》等
。

圈‘ ,

出版刊物和丛书

早期 的 匕京大学和 中 山 大学 民俗学组织都拥有

自己 的学术园 地
,

它不仅 吸 引 团 结 了 大批爱好 民 俗

学的搜集者和研究者
,

形成 自 己 的学术 队伍和力 量
,

而且 出 版丛书等
,

以 扩大 自 己 的学术影 响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也是这样
。

当 时 由钟敬文
、

娄子匡
、

钱南

扬等 同仁编辑的书刊就有《民俗周刊 》附《民 国 日报 》

钱 南 扬
, 《民 间周 刊 》附《东南 日报 娄 子 匡 以 及

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厉史地位陈华文

① 这 一 点有许 多学者 都有 非 常详细 的介 绍和论述
,

此 处不 再

多谈
。

② 钟先生是这样解释 自己离开 广 州 的原 因 的
“ 国 民党右 翼成

员戴季陶任 中山大学校长
,

完全 摆 出一 副伪道 学面 孔
,

不 高兴 进 步师

生的文化活 动
。

当时
,

有 一 位 苏州人 即 王 翼之

—引者 注 在领 刚

先生 的《吴歌 甲集 》后编辑 了一 本《吴歌 乙集 》
。 · ·

一 因其 中收 了些表

现 比较露骨的情歌
,

戴季 陶就 问谁是责任编辑
。 ·

⋯不 管事实怎样
,

这 么 一 来
,

广州 已 呆 不 下 去 了
。

见 钟敬 文《我 与浙 江 民 间 文化 》,

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

年第 期
。

③ 关于 中国 民俗 学会成立 的时间
,

还 存在不 同 的看法
,

钟敬 文

回忆是 年春夏 间
,

见《我与浙江 民间文化 》但 王 文 宝的《中国 民

俗学史 巴 蜀 书社
,

年
,

则认为是 。年前后
, “

钟敬 文等先

是组 织 了一 个杭州民俗学会
,

之 后才于 年 夏秋改名为中国民俗

学会
,

其过程 是
“
浙 江 大 学文理 学院

‘

民俗 学会 ’

—
‘

杭州 民俗 学

会 ,

—
‘

杭州 中国 民俗 学会 ”, 。

云又丽于牙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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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间 》 钟 敬 文
、

娄 子 匡
、

陶 茂 康
,

加上各地分会编

辑 的 书刊约有几 十种之 多
。

在 编辑书 刊 的 同 时
,

还

积极编辑 出 版丛 书
。

其 中 中 国 民俗学会丛 书有

种
,

即刘大 白 的《故事与罐子 》
、

钟敬文 的《中 国 民谈

型式表 》
、

娄子 匡 的《新年风俗志 》和《巧女 和呆女 的

故事 》等
,

但 种丛书 中
,

据钟敬文先生 回 忆
,

有些

可能 尚 未 出 齐
。

阁 另 外
,

还编有
“

浙江 民 间 文 化小丛

书 ” ,

王文宝在《中 国 民俗学发展史 》一书 中 开列 了 此

套丛书的全部名 单川
,

以 为 已 全数 出 版 后王 文宝在
《中 国 民俗 学史 》中 根据钟 敬文 先生 的 文 章予 以 纠

正
,

但钟先生在《我 与浙江 民 间 文化 》一 文 中 强调
,

此套丛书只有《东岳庙会调查报告 》和《浙江 的 民 间

戏剧 》两种 已 出
,

其余 因 抗 日 战争 的 爆 发
, “

便 中 止

了 ” 。

然而
,

正是 中 国 民俗学会 的这种努力 工作
,

加

上全国各地一些爱好者 的 自发性 的研究
,

使 民 俗学

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

其中特别需要指 出 的是 原来在
《开展 》月 刊第 十

、

第 十一 期 合 刊 的 民 俗 学专 号
,

即

《民俗学集镌 》第一辑 年 和第二年 出 版 的《民

俗学集镌 》第二辑
。

两辑 中 所收录 的研究 文章代 表
了 当时中 国 民俗学研究 的最高水平

,

也标志 着 中 国

民俗学与 国际研究的接轨
,

如钟敬文的《中 国 的地方

传说 》
、

《金华斗 牛 的风俗 》
、

《中 国 民谭型式 》
、

《蛇 郎

故事试探 》
,

黄石的《苗人的跳月 》
、

《迎紫姑之史 的考

察 》
、

《满洲 的跳月 》以 及松村武雄 的《地域决定 的 习

俗与 民谈 》
、

班尼女士的《民俗学是什么 》和汪馥泉 的

《民俗学底对象任务及方法 》
、

乐嗣炳的《民俗学是什

么 以及今后研究底方 向 》等论文
,

其影 响
,

至今仍然

存在
。

开展研究
,

建立体 系

在这一重要时期
,

中 国 民俗学完成 了 由 早期偏

重文艺和资料搜集 向 民 间文化学术研究 的 过渡
,

从

而确立了 中 国 民俗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 向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期 间
,

附录于《民俗学集镌 》的 民俗周 刊

书 目 即有谈 论 研 究 篇
,

故 事
、

歌 谣 等 材料

篇
,

散见于各地民俗学分会的文章则更是不计其数
。

这 当 中
,

学术成就最高
、

影 响最大 的 当 推《民 俗学集

镌 二册 所取得 的成绩
。

这两册分别 出 版 于

年和 年的论文集
,

共收有论文
、

译文
、

资料等三

十多篇
,

涉及神话
、

传说
、

故事
、

歌谣
、

习 俗
、

民俗学方

法论和国外 民俗学研究和理论介绍 等各方面
,

标 志

着民俗学的研究 已走 出北京大学《歌谣 》周 刊时期 只

为新文艺服务的狭隘性 同时
,

与《民俗 》周 刊那种评

论式的研究也有极大的 差异
,

使 民俗学成为一种具

有 自觉意识的 独立 的学科
。

这 当 中
,

钟敬文先生 的

《中 国地方的传说 》
、

《金华斗牛 习 俗 》及《蛇郎故事试

探 》和黄石的《满洲 的跳神 》
、

《苗人的跳月 》
、

《迎紫姑

之史考察 》及周作人
、

刘大 白
、

顾领刚等先生的文章
,

‘又丽云云

标志着 当时学术研究 的最新成果
。

钟敬文先生在评

价 中 国 民俗学会 的 工作业绩时
,

对 下 面 四 点 的 工作

给予完全的肯定
,

即 “

扩大 了 民俗资料 的收集范 围 ” ,

“
加强了 对 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探索

’, , “
初 步开拓 了 国

际同行间交流合作工作的局面
”和

“

带动 了 地方性工

作 的新展开
”圈

,

是非 常准确 的
。

但是
,

这些工作 的

影响
,

还通 过钟 敬文先 生 的《民 间 文 艺 学 的 建设 》
、

《中 国 民间故事型式 》等 文章
,

使 中 国 民俗学开始走

上一条具有学科意识
、

科学方法论 和具有 中 国 特色

的 民俗学研究 的道路
。

但可惜 的 是
,

当 钟 敬文先生

从 日本 回 国后一年左右 即爆发 了 全面 的 抗 日 战争
,

使 中 国 民俗学的发展处于真正的休止状态
。

与杭州 中 国 民 俗学会相伴 随
,

钟敬 文先生 自 己

认为在杭州 时期做 了 以 下方面 的 工作 一是文学创

作和文学评论
,

上文我们 已 经提到
。

二是 民 俗学
、

民

间 文艺学的教学及探索成果
。

除 了 上面提 到 的《中

国地方的传说 》
、

《金华斗牛 习 俗 》
、

《蛇郎故事试探 》
、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
、

《中 国 民间故事型式 》外
,

还发

表 了《中 国 的天鹅处女型故事 》
、

《中 国 的地方传说 》
、

《中 国水灾传说 》
、

《中 国 民谣机能试论 》
、

《 山 海 经

是一部什么 书 》
、

《中 国 的植物神话起源 》
、

《老虎与外

婆儿故事 考 察 》
、

《与
·

爱 伯 哈 特 博 士 谈 中 国 神

话 》原名《答爱伯 哈特博士谈 中 国神话 》
、

《老獭稚

型故事传说 的发生 —三个分布 于朝 鲜
、

越南及 中

国 的 同 型传 说 的 发 生 地 域 试 断 》
、《民 间 文 艺 的 建

设 》
、

《梁瓤神话 的考察 》等
,

另 外还有一些 书论 和序

文
。

三是参与创办 中 国 民俗学会
。

四是参与编辑期

刊及丛书
。

五是参 与 举 办 民 间 图 画 展览会
。

阁 但正

是钟敬文先生 的 上述工作
,

不仅使冠 以 中 国 这个名

称的 民俗学会第一次得 以 出 现于世人面前
,

而且初

步摆脱 了 原来 民 俗学侧重 于 民 间 文艺
,

并且仅仅是

为 中 国 的新文学服务 的狭小 的理念
,

开始 走 向 完 全

的成熟
。

诚如 当 时就有人评价的那样
“ 当 日 广州 中

大民俗学运动 中 主干人物之一 的 钟敬文 氏
,

于离 粤

赴 日之后
,

即 着重于 民俗学理论研究 及将 民俗学与

人类学
、

民 族 学等 冶 于一 炉 之倾 向
。

此 由 彼 于《艺

风 》月 刊上发表之 民俗专论 及其他介绍 民 俗理论文

字以 至在该刊主编人类学
、

考古学
、

民族学
、

民 俗学

专辑 见该 刊 二卷十二期
,

二十 三 年 月 可 以 见

之
。 ’

, 〕《艺风 》上的大量文章后来作为
“ 民俗

、

民 间文

学影印资料之六 十 四 ” ,

于 年 由 上海 文 艺 出 版

社影 印 出 版
,

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启 迪意义
、

重要的史

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

纵观杭州 中 国 民 俗学会时期
,

尤其是钟 敬 文先

生的工作
,

以下几方面 的历史作用 和对 民 俗学发展

过程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
、

接过 中 山 大学民俗学 的旗帜
,

使 中 国 民俗学

钟夜文与杭州中阅民俗学奋的活动及厉史地位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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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从从 属 于新 文 学 的 半 自觉 意识
,

走 向 自觉
。

这种学科意识 的 自觉是学科走 向 成熟 的必需前提
,

这一点
,

正是通过北京大学的《歌谣 》周 刊
、

中 山 大学

的《民俗 》周 刊
,

到 中 国 民 俗学会 的《民俗学集镌 》而

完成的
。

因 此
,

杭 州 中 国 民 俗学会 同 仁 的 工作 和努

力
,

尤其是钟敬文先生 的贡献
,

在 中 国 民俗学发展历

史 中具有不可抹杀 的作用
。

从历史 的 角 度 去 审 视
,

钟 敬文 与杭州 中 国 民 俗

学会在完成 中 国 民俗学 向成熟的更加专业化过程 中

转变 的作用
,

显然是北大和 中 大 时期 的 民 俗学运 动

所无法替代的
。

正是这个时期
,

从组织到 刊物
,

从研

究 队伍到学术影 响 都开始成熟
,

而它 的 影 响则从 中

国 开始走 向 世界
,

成为世界 民俗学发展过程 中 的 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
。

二
、

完成从文艺学式的研究 向 民 俗学
、

民 间 文 艺

学本体学科研究的转型
。

尤其是钟敬文先生提 出 的

民 间 文艺学研究
,

开始从方法论 到学科特色方 面来

探索具有 中 国 个性 的 民 俗学科学体 系
,

从 而确 立 了

中 国 民俗学研究在 国 内社会科学和
·

国 际 同行研究 中

的地位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时期从学科研究 中 的本

体论
、

方法论及 民俗志方面的成熟
,

标志着 中 国 民俗

学研究进人 了 一个新时期
,

并 为 今后 的 发展奠定基

础
,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

因 此
,

钟敬文先生说
, “

如

果描述现代 中 国 民 俗学史 中 理论方法史 的 发 展轨

迹
,

这一时期 可 以 算作是一个转折点
。 ”田 绝对是 一

种公允的评价
。

只
、

完 成 了 中 国 民 俗学 与 国 际 民 俗学 的 接 轨
。

这主要体现在钟敬文先生的《中 国 民 间故事型式 》及

《老獭稚型传说 的 发 生地 》
、

《抓神话 的 考察 》等文章

中
,

前者所产生 的影响包括对爱伯 哈特编纂 出 版《中

国 民 间 故事类 型 》
、

丁 乃通 编 著《中 国 民 间 故事类型

索引 》等多方面 的影 响
,

并沿续很长 时间
,

因 此
,

马 昌

仪先生指 出 “ 自
‘

五 四
’

自今
,

我 国 还没有一部 民 间

文学著述在 国 外 引 起过如此广泛 的 注 意
,

时 间 竟 长

达半个世纪之久
。 ” 「‘’」‘” ’

正是这种研究使 中 国 民俗

学走 向 国 际舞台
。

正是钟敬文先生这种坚持不舍地

对 民俗学研究 的 追求
,

确定 了 钟敬文先生在 中 国 民

俗学界 的泰斗 地位
。

因 此
,

杭州 中 国 民 俗学会 的 工

作在 民俗学发展史 中 必须大书一笔
。

当然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也存在缺陷
,

比如学会

组织松散
,

没有形成一个真正 的机构
,

也没有确定 的

实际负 责人
,

只 是通讯式 的 同仁组织
,

这在很大程度

上削 弱 了 学会 的 影 响 以 及 它 的 持久性
。

同 时
,

在培

养和发掘人才方面做得 仍然很不够
,

加 上许 多学术

界 的精英对 民俗学热情减退
,

学术方 向 它移
,

使 民 俗

学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

而且
,

国难 当 头
,

救亡图存 的

第一要务
,

则从外部条件方 面彻底终止 了 中 国 民俗

学会的发展
。

不过
,

无论如何
,

杭州 中 国 民俗学会 的

工作
,

尤其是钟敬文先生在这 当 中 所起 的特殊作用

以及巨 大 的学术贡献
,

在 中 国 民俗学 的发展 史上 的

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
。

因 为它为 中 国 民俗学

的发展开辟 了 另 一方天地
,

一种真正 的 学科意义上

的学术 自觉的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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