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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的说明

    1.编写《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的缘起与目的

    “人文奥运与民间文化理论研讨会”的组织者认为:民间文化在“人

文奥运”的理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人文奥运中有民

俗，民俗需要抢救，抢救需要普查。但北京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工作

目前展开得还相对缓慢。面对迅速裂变以至消亡的民俗文化，北京更

需要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关系到在2008年召开奥运会的时

候，北京能否适度地保留自己的民俗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自己特有的

文化魅力。因此，这次会议将“人文奥运”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两

大主题落实为一个行动:在北京立即开始对民俗文化的普查。为使代

表们围绕这一行动展开务实的讨论，同时向全社会传达更为有力的信

息，以进一步向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在政府主导下开始这一行

动，我们决定在会议上正式推出《北京民间文化普查方案》试行稿。
    应当说明的是，方案的编写与推出是执行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同

志对会议的明确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冯骥才同志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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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协其他领导的关心、指导。这说明《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与文化部

和中国民协共同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其正式的推出乃是这一重大工程在北京开始实施的标志。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方案的策划人，曾多次就如何在北京地区

开展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建议和意

见;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也认为有责任把北京民间文

化的普查、抢救和保护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内容。这些也都促

进了《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的编写和在今天的推出。

    2.《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的性质和特点

    在北京开展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程，必须做出科学和可行

的规划。首当其初的工作是开展对北京民俗文化的普查，是需要在5年

内完成的一项重大文化行动。《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就是为落实这一

行动，形成最基本的认识和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而正式提出的文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是在京高校当中

著名的民俗学科研机构，曾经多次开展北京民俗文化调研项目，已拥有

承担本方案编写工作的坚实力量。因此，《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也

是体现与北京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的重要学术思想成果和科学研究成

果，它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鲜明的现实性和应用性。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的正文包括:前言;指导思想;实施原则;
实施步骤;工作要求和成果形式，共6个方面。方案还附有《北京城区民

俗文化普查纲目》和《北京农村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本方案的编写经过几度修改，大体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1、文字尽

量简明扼要，以突显对民俗普查工作有完整和清晰的认识。2、针对性

强，力图对北京民俗文化的范围、特征做出准确的说明，对在北京开展

民俗文化普查的复杂和特殊情况做出充分的估量。3、操作性强。这不

仅体现于正文中关于如何开展普查的文字，而且特别体现于所附加的

两个普查纲要，力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引导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和目标的全面实现。

    3.本《方案》及所附《纲目》创新性的表现

    在关于北京民俗文化和如何对它进行调查的认识上，本方案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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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表述。例如，对于近百年来北京民俗的总体特征，方案从北京作为

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而独有的社会结构，城区、近郊和远郊的三大环状

民俗文化带和民俗文化总是最先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给予概括。再

如，关于普查的成果形式，强调了积累资料和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建立

普查资料库，而编辑出版民俗志(区县本)则是后续的成果。

    《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和《北京农村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特别是前者，属于首次进行的设计。虽然有不少叙述和研究北京民俗的

著述已经出版或发表，但为全面系统调查北京民俗而编写的纲目在此

前还没有见过。在全国其他城市，对于城区民俗调查纲目的设计也十分

鲜见。所以，无论是对于开展北京民俗文化普查，还是对于开展全国城

市民俗文化普查来说，现在这两个《纲目》都具有率先推出的意义。

    为加强普查的针对性，特别是加强对北京民俗文化的整体认识，在

《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中说明了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家庭私
人生活领域两个角度来开展调查的思想;在《北京农村民俗文化普查纲

目》中指出了，在进人村落时需要注意在历史上有无与皇家、城区社会

生活的关联，同时需要注意与华北一般农村生活文化的异同。为便于

调查者使用，才分成两个纲目来设计，但需要在调查中给予互相参考。

两个纲目所设计的具体问题不仅可以供访谈时使用，也可以作为指向

性文字供搜集文字、实物资料和进行拍照、摄像、录音时使用。

    4.《方案》的几个作用

    ①供在有关各类研讨会上讨论，进一步得到批评和修正。

    ②修订后提供给政府主管部门，同时以此作为说明立项根据的基

础文件。

    ③用于培训普查工作人员，作为一种基本的学习文件。

    ④作为全市民俗普查工作的蓝本，用于规范试点区县普查工作的

进展。

    本方案的编写受到冯骥才、乌丙安二位先生的关怀和鼓励，得到了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赞助。赵

世瑜教授曾给予指导，康丽博士、华智亚、郭丽云、王丹、张虎生、韩同

春、曹荣、詹环蓉同学积极参与了修改和编排工作。

147

2004声-穷



目U舀

    北京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城。自金、元以降，北京逐

渐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的各种人群杂处其间，他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底蕴厚

重的北京民俗文化。

    北京民俗文化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京城生活文化的整体风貌上。

在历史上，自从北京成为皇权统治的中心，皇室、官方的生活方式深深

地浸透在京城百姓的文化生活当中，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民俗文

化相融合，形成了京城民俗文化的独有风格。从北京民俗文化，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文化、士阶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互

相影响与杂揉的痕迹。

    其次，在地理分布上，北京的民俗文化形成了今天的三条环状文化

带。一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内城和外城民俗文化带;二是环绕京城形成

的近郊民俗文化带;三是远郊民俗文化带。三条文化带从内向外，形成

京城文化从中心向边缘的辐射性状态，且逐渐与华北农村民俗文化一

致。同时，三条文化带相辅相成，呈现出城乡一体的民俗文化特征。

    再次，近百年来，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性都

市，其民俗文化总是最先发生变化。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加快，北京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民

俗文化在喧嚣的都市中正在迅速消失或变形。这种态势不仅对全国产

生影响，也为世界所关注。

    今天，在我们为北京民俗文化自豪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抢救

与保护北京传统民间文化迫在眉睫!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施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在北京开展这一工程，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城乡各个地方的

民俗进行普查，以尽可能全面、系统、深人地掌握现有民俗文化的家底，

认知现实传承状况。

    民俗的存在状态有两种:一是延伸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民俗;二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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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失但仍记忆在人们头脑中的民俗。这就要求我们采用不同调查

方法，包括对实地生活的观察、对知情人的访谈、对文字资料和实物的

搜集等。

    我们相信，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和广大群众的

共同努力，普查工作将不仅能够顺利展开，而且将取得巨大成功!

一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目的和意义

    (一)普查的目的

    全面、系统、深人地掌握北京民俗文化的丰富内容和现实传承状况;

    积累丰富的资料，为抢救北京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普查的意义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工作的成功实施，有利于优化北京人文环境，促

进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工作的实施，特别是在都市民俗文化普查方面，

将为全国民俗文化普查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北京作为国际性都市，其民俗文化普查工作的成功实施，将为促进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丰富全人类文化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二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指导思想

    (一)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

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

为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努力贯彻这一精神。

    (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近百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由于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民间文化面临着消失、变形和破碎的危机。

因此，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由于中国

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文化千差万别，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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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

    (三)以民俗文化普查为先行，全面带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

工作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已经在全

国各省市不同程度地展开。北京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应

该走到全国前列。民俗文化的普查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先行

阶段和基础性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普查工作的成功，才能

保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三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实施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民俗文化的普查必须讲求科学性，不允许主观臆断，更不允许掺杂

虚假的、伪造的成分。普查工作者需要加强民俗学理论修养，遵循调查

方法的科学规范，坚持尊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整体性原则

    民俗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活态传承文化，因此，要注意民俗与

民众生活的不可分割性，注意被人的运用而变异、变通的情况，注意事

象之间的关联。应该对同一个地域范围的所有民俗事象，进行全面、系

统、深人的调查，把握民众生活文化的整体。

    (三)特色性原则

    民俗文化的普查工作，要在注意整体性的同时，注意发掘该地区特

色性的民俗事象，注意各民俗事象的特殊关联。这样，既可以认识北京

民俗在全国文化地理上的区位特色，也可以认识北京地区内民俗文化

传统的丰富多样性。

四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实施步骤

(一)组建机构

建议建立北京市民俗文化普查领导机构，设立工作办公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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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并在各区县设立相应的机构。吸收全市各地区、各单位、社会各界

的民间文化工作者进人调查队伍。

    (二)普查培习q

    普查的前期，对全体普查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讲解、研讨《北京民俗

文化普查方案》、《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和《北京农村民俗文化

普查纲目》。培训中还应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结合实际

发表意见，交流经验。

    (三)设t细则

    在培训基础上，由各区县的普查领导机构组织专家，进一步制定本

区县普查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本区县的调查方向和设计用于具体操

作的普查纲目。

    (四)试点调查

    选定对象和区域，进行试点调查。

    (五)全面普查

    在总结和推广试点调查经验基础上，逐渐铺开大范围的普查工

作。在这一过程中应定期汇总资料，定期总结经验。

    (六)整理资料，形成普查的最终成果

五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工作要求

    (一)普查要求

    1.普查人员在利用《普查纲目》时，应根据调查地域的实际情况，

对纲目加以选择与变通。

    2.普查人员要善于发现纲目中没有提及的内容，发挥主动性，对
《普查纲目》进行适当的补充。

    3.普查人员亲自访谈的对象应有一定数量、具有不同身份。对谈

话内容作比较详尽的记录。

    4.在调查中，应当采用录音、拍照、摄像、画图等多种手段，注意搜

集民俗实物和相关资料。

    5.对所有访谈得到的资料都应由调查人员整理成文，注明调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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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间以及调查对象的情况。

    署明调查人。对影像、实物资料也应及时给予必要的整理、编目、

保存。

    (二)资料汇总要求

    各区县普查工作机构对所有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要进行完备而详

细的分类、编号和存档。建立相应的目录，以备研究和利用。

六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的成果形式

    (一)建立北京市民俗文化资料库

    (二)丰富北京民俗博物馆库藏

    (三)建立北京民俗网站

    (四)出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北京市xx区(县)民俗
志》及其光盘

附一: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附二:北京农村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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