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 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

!万建中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始于高校校园，具

体说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

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

成共识。当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刘半农（!"#! $
!#%&）、沈尹默（!""% $ !#’!）提倡写新诗，倡导

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

开风气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的提出学术研究

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

作宾、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

出版歌谣周刊 #( 期，搜集的歌谣达 !%))) 余

首，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同时期还出版了不少

开创性甚至是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如顾颉刚的

孟姜女故事研究，董作宾的歌谣研究，在中国民

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已走过了近 #) 年

的历程，相对高校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而

言，历史应该是比较悠久的。可从全国民俗学学

科的整体情况看，至今民俗学仍被视为是一门

很年轻的学科，发展似乎是刚刚起步，大学民俗

学教育体系仍未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课程没有

公开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点历史的文科诸多

学科，课程、教材和教师队伍都已进行了多轮更

新。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二十多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应该是从 !#’# 年开

始的，以 ’ 教授提出《关于建立民俗学会及有关

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标志。近二十多年，中国

民俗学研究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延续了

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即执著的人类学

情结。

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与民俗学

近 *) 多年，中国民俗学取得长足发展。但就当前民俗学学科而言，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不足，学界对民

俗学学科认识的偏差，严重制约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兴旺。民俗学课程和毕业生的自产自销，导致了令人

悲哀的“自娱自乐”的困境。进行民俗文化教育，可以让大学生接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是思想政治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大潮汹涌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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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

学家。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

种民众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的组织形式、民

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

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此，钟敬文先生有

明确的表述：“人类学（这里主要指文化人类

学）、民族学等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

象，主要是人类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

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

共同的或密切相联的。因此，在资料的收集、整

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互相汇通和

互相借鉴、启发等作用。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彼

此在学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 & ’人类学与民俗

学之所以有一种亲缘关系，两门学科研究对象

有交叉，这个交叉的本身就规定了两个学科间

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学调查和探讨人们

的行为表现、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其研

究方法都可以为民俗学所运用。实际上，民俗学

的研究是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我们现在之所

以把人类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

亲缘关系，就是从中国现在的研究现状看，有很

多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现在的人类学研

究成果很多为民俗学所采用。人类学原来运用

的方法、研究对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学所忽视掉

的，现在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民

俗学研究中原有的不足与空缺。

许多研究方法，两个学科都是共用的，比如

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

解释人类学方法等等。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

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

也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人类学和民俗学从

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

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

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

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

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

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

特定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

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很多相

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

法——— 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

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

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

相通的。所以钟敬文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

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

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

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著，也是民俗学者写

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

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

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

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

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

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

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

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

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

的。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

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

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

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

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

源、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和结构范式。

第二个特点是以丰硕的成果和多样的研究

方法，展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实绩。在

文献民俗志采录方面，&()* 年，文化部、国家民

委、中国民协三部委组织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谚语集成》）的编撰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

动，被称为建设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是有

史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民间文化宝藏进行

的最大规模的搜集采录工作，为此制定了“科学

性、全面性、代表性”的三性原则。截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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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条，总字数达 ’# 亿，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

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

定基础。

上世纪 %# 年代末，中国民俗学获得突飞猛

进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文

化界、思想界的气氛异常活跃，国外新理论、新

方法被大量引入并得到适时借鉴；持续多年的

“文化热”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钟敬文先生也

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俗文化学”理论观

点；诸多民俗志工作的广泛展开，既为研究者提

供了更丰富的新资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

课题。这种良好的大的学术氛围和形势，必然影

响到民俗学的研究，促使民俗学的研究要打破

单一的、封闭式的和狭窄的局面，追求理论和方

法上的多元化、开放性。

这一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民俗学

和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成果显著。仅以

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为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有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

间文艺学原理》、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

要》、叶春生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朱宜初

的《民族民间文学散论》、李惠芳的《中国民间文

学》、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等

十余种；关于民间文学体裁建设方面，有袁珂的

《神话论文集》、潜明兹的《神话学的历程》、刘城

淮的《中国上古神话》、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

《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

探》、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贺学君的《中国四

大传说》、吴超的《中国民歌》、潜明兹的《史诗探

幽》、张紫晨的《中国民间小戏》等几十种著作。

这些著作，在高校民俗学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促进了高校民俗学教育。此外，还有许多围

绕民间文学中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对民族或

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整体研究、对民间文学进

行跨学科研究、作家与民间文学关系、民族及民

间文学史的著作上百部。这一时期国外的关于

民间文学的理论如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

理学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故事形

态学等都被介绍进来，并运用到中国民间文学

研究中，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研究领域进一步

拓宽。以民间故事研究为例，有运用故事类型索

引和历史地理学派探寻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

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间的流传变异的，也有运

用人类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理论阐释故事母

题的文化意蕴和民族文化心理，还有运用叙述

学和形态学理论对故事的叙述方式和内在结构

进行研究的，再有将文献、口头文本和考古结合

运用“三重论证法”进行故事研究的。另外学人

不在单纯从文本进行故事研究，开始关注故事

的生存情境，对故事讲述家和故事村进行研

究。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

面。

二、学科点最少的二级学科之一

上世纪整个 %# 年代，是中国民俗学（包括

民间文学）恢复和大发展的时期，高校民俗学教

育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钟敬文先生对此比较

满意，他在 $(%( 年总结道：“十年来，在许多大

学的文科院、系里，相继开设了民俗学方面的讲

座。那里所讲授的，多数是一般民俗学（“民俗学

概论”），但也有的是特殊民俗学（如“敦煌民俗

学”、“文艺民俗学”或“民俗学史”等）。这种课目

的开设，不但对大量的青年学生传布了民俗学

的知识和培养了他们这方面的兴趣，同时也促

进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资料搜集、

整理工作。这是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 *现在

回过头来看，当时许多高校在注重民俗学课程

的开设和师资队伍组建的同时，没有规划民俗

学学科点的建立，更没有发展硕士点甚至博士

点的长远打算。那时，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以外，

其他高校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几乎都不是

独立的学科，均靠挂于其他学科点。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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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是 %&’’ 年原

国家教委批准的高校重点学科。由于学科在建

设过程中实际上拓展为包含中国民间文学在内

的民俗学，而且已被现行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

所确认，因而本学科点的名称亦应改作民俗学

（含：中国民间文学）。%&&( 年 ) 月，国务院学位

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中国民间

文学专业正式更名为民俗学，并成为一个独立

的二级学科，和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并列，同

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从此，民俗学学科在我国

高校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

是我国这一学科的带头人，他一直任教于北京

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在 %&*& 年，他率先将民间

文学带入新中国大学课堂，%&#+ 年起招收这一

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

间文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后，本学科进入了更

快发展的新阶段，%&’% 年被定为第一批博士点，

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全国高校同行进一步起

到积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至 %&&) 年成为“!%%
程”重点建设的学科。为发展和运用民俗学，加

强 对 我 国 民 众 生 活 与 传 承 文 化 的 科 学 研 究 ，

%&&+ 年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 年研

究所联合其他学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

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所

编写的《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民间文

学概论》等是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 年

以来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等 +" 余

种专著或论文集，目前正抓紧进行《中国民俗

史》等重要著作的编写。这些是学科发展中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成果。

由于钟敬文先生立足于北师大，在他的带

领下，该校的民俗学专业长期以来处于全国的

领先地位，!""+ 年以前，是国内高校民俗学专业

惟一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种一枝独秀

的局面使得北师大培养民俗学博士的任务过于

沉重，生产出来的博士数量毕竟有限。除去留校

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民俗学专业博士，

剩下的已寥寥无几，难于满足其他高校建设民

俗学学科点的需求。如今，也只有北师大、中央

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和华

中师大等少数高校能够培养民俗学（包括民间

文学）博士，能够招收民俗学硕士的高校同样为

数不多，屈指可数。由于积重难返，高学历的民

俗学人才匮乏，具备增设民俗学学科点条件的

高校几乎阙如。许多高校民俗学硕士学科点的

教师，不是“科班”出身，他们原本是从事其他学

科研究与教学的，由于热爱民俗学才转行的。全

国大部分省份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这种情况同

与民俗学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比，形

成鲜明的对照；就所有文科的二级学科而言，这

种情况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国内一些著名的高校，如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不仅没有民

俗学学科点，而且也没有开设民俗学方面的课

程。有的高校民俗学学科点受到其他学科的无

情排斥，被边缘化，陷入苦苦挣扎的逆境。其中

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以外，主要在于学术界对民

俗学学科认识的偏见。在当下社会，“权力政治

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

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

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

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工

具。即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

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

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

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 + -在这种情

况下，高校一些领导和学者更是对民俗学或多

或少有片面的看法，认为民俗是“不登大雅之

堂”的、“粗俗”的、“浅陋”的、“下里巴人”的、没

有社会功能的玩意。这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俗

的审美价值、认识世界的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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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没有民俗学学科点，没有这一学科

的师资，不能开设民俗学课程，民俗学教育就无

从谈起。

三、民俗学专业课程体系孤立而单一

!"#$ % #"&’ 的原文是“民众的智慧、民众的

知识”，到了()世纪*+年代，这个术语被西欧学

者广泛使用，并确定为“民俗学”的含义（即“关

于民众智慧的科学”的意思）。在当时，它的概念

显然是广义的，凡是民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像

村制、族制、婚姻、丧葬、产育、社交、节日、信仰、

祭仪、居住、饮食、服饰、农耕、技艺以及民间文

艺、民间谚语等等，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内

容 。在 民 俗 学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随 之 又 出 现 了

!"#$ % #"&’ 的狭义 的概念，即 专指 民间文 学创

作。“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将这个名词解释成

“民俗学”。同时又具体地译为“民间文学”，即专

指“民俗学”当中口头艺术部分。“因此，,"#$#"&’
也可被视做民间文学的同义语，人们在讨论民

间文学时，不一定要严格地使用 ,"#$ #-.’&/.0&’
（民间文学）或 1"10#/& #-.’&/.0&’（大众或流行文

学）等短语特指。”2 3 4

正是因由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难于分割的关

系，各高校民俗学专业一直存在于中文系，成为

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部分。然而，汉语言文学本身

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完全可以摈弃民俗学

专业，也就是说，在观念和实际操作的层面，民

俗学都没有真正融入汉语言文学教育框架之

中。这大概是绝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中文系无

意设立民俗学学科点的主要原因。即便有民俗

学专业，譬如北京师范大学，在中文系本科生教

学课程体系中，“民俗学概论”为选修课，反而

“民间文学概论”属于“文学”类课程，为必修

课。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文化社会

学”、“民间文艺学导论”、“民俗学导论”、“中国

民俗学史”、“宗教人类学”、“民间叙事学”、“民

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论”等，这些课程同样未能成

为中文系其他二级学科专业教学体系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代码中，民俗学

是 +5+5+3，归为社会学，和汉语言文学不在同一

系统。民俗学专业的学科在中文系，通常被视为

特殊专业而被“特殊”对待。在北师大中文系，研

究生入学考试，为便于录取时各专业之间生源

可以互相调剂，一般基础课考试试卷是通用的，

惟独民俗学是单独进行。民俗学基础课考试科

目为“社会学”，与其他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其他

专业研究生选修课程，专业之间互选的情况非

常普遍，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则很少选修其他专

业课程，所开课程一般也是“自产自销”。教学方

面如此，科研方面同样难于摆脱孤立的命运，民

俗学的教师很难进入汉语言文学学科梯队中，

共同做某一课题。在申报课题时，民俗学专业的

教师常因不能确定所报课题应该归属哪个学科

而左右为难。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民俗学教育比较

单一，没有显现民俗学学科特色。一方面，一般

的民俗生活知识被当作学术加以传授，学术话

语的味道不甚浓郁。学术成果多为“事象”的解

释，不足于支撑起民俗学课程的理论体系，直接

导致民俗学课程理论的建构比较零碎，缺少可

供思考和阐述的足够空间。正如乌丙安先生在

《民俗学原理》一书的“后记”中所言：“在国际国

内民俗学被人为地摆放在边缘或从属位置的漫

长岁月中，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常常被打入另册，

划分到‘其它’或‘杂家’之列。这除了学术传统

中遗留下来的某些歧视性的习惯势力影响外，

民俗学自身发展的许多局限和不足也把民俗学

置于弱势学科地位而难以有强劲的开拓。”2 6 4

另一方面，在大学课堂里，即便是讲民俗事

象，也脱离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在民俗事象之

间兜圈子。民俗学教育也只能在教室里进行，学

校一般不会拨给田野调查的专门经费。民俗是

属于特定区域的，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导致了民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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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发音世界的差异，同时，也使民俗完全融入当

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民俗最突出的地域

性表征就是方言，换句话说，方言让民俗涂上了

鲜明的地域色彩，是“地方性知识”（%&’(% )*&+%,
-./-）最突出的表征。提及民俗学专业教师，即民

俗工作者，其实是很可郁闷的一群。他们研究的

民俗，是一个展示的过程，一个已完成的事实。

对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反复的事实，当地人习以

为常，再熟悉不过，能够充分享受展示。但是，对

于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努力地田野作业，也只能

了解此种过程之一二，获取一些相关民俗知识；

能够用当地的方言在课堂里唱几句，便可招徕

学生们的喝彩。离开当地之后，研究者们即利用

同样是搜集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对自以为

是的田野作业的成果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一研

究过程与当地的表演过程，可能已风马牛不相

及矣。好在这种研究一般不是政府行为，不会影

响当地人继续展示。

四、高校民俗学教育的需求和困境

高校民俗学教育一般局限于该专业内部，

仅仅是学术层面的教育，并没有在整个校园普

及开来。该学科的教师大多不具备宣扬民俗知

识的使命，同时大多高校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环

境和条件。

钟敬文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俗学知识的宣传

和普及工作，晚年在北师大，还多次给全校学生

作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他特别提出了在高校

积极举办民俗学讲座的倡议：“为了扩大宣传范

围和培养这方面的活动人才，有条件的大学（地

方的与中央的）以及其它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

设法开设这方面的专题学术讲座。在这种讲座

中，演讲者可以把关于这方面比较系统的知识

扼要地传达给广大听众，而演讲者本人为讲好

课，在准备时必然要加深学习和思考，从而也提

高了自己这方面的学术水平。当然，这种讲座的

效果主要是在广大的听讲者方面。”0 1 2他特别重

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可以这样说，他毕

生从事的不仅是民俗学专业教育与研究，更是

民俗文化的大众教育。他说：“民间文学，在今天

我们的眼里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

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国里的下

层民众（后者例如我国的大部分的农民），它差

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

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

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

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在文化未开或半开的民

众当中，民间文学所尽的社会教育的功能，说来

是使人惊异的。”0 3 2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俗

文化同样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教育资源。

应该来说，民俗学教育是能够推广起来的，

因为每个学生都来自一个地方，或风俗圈，拥有

自己的民俗知识。相对其他学科的普及教育，民

俗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确，有的高校在开

展民俗文化活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譬如北

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社”。然而，从更大的范围

而言，大学生热衷于科技竞赛、各种表演活动，

对民俗知识并没有互相交流的欲望，对民俗话

题并不很感兴趣。这同我国高校一贯重视政治

思想教育是不相符的。如果将民俗学的田野作

业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肯定可以产

生良好的教育效果，丰富大学生们的民间生活

知识。

其实，大学校园需要民俗学教育，因为民俗

本身是人类群体对某一现象共同认可的心愿凝

聚而成的。群体心愿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

凝聚力，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

传深广，群体凝聚组合力强，民俗向心力也大。

我们平时所说的乡情、乡土、乡恋等等，实际上，

就是同乡共俗人们之间习俗向心功能凝聚的产

物。试想，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家乡的民俗传统，

如何生发对家乡的感情，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

人，又如何爱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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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高的层次说，民俗可以营造高校人文

气氛，帮助大学生反观城市的生活形态。民俗作

为人类文化意识中最底层的文化，作为一个民

族的文化传统，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文性格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到

了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其带来的后果威

胁了人类的幸福生活，解构了共同发展的社

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由衷地会对那些质朴

无‘文’的传统文化表示赞赏；它们引导人的经

济动机和贪欲走向崇高，不允许自由市场经济

的出现。这样一来，在经济学家心目中那些非理

性的传统事物（今天只有在不发达国家才能看

到）恰恰成为研究人的合宜理论，成为我们时代

疾患的诊断，成为走向未来的召唤。”! " #但是尽管

如此，民俗这一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却未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状况不尽如人意，民俗学

教育在大学校园几乎没有空间。大学校园仍被

视为传播和接受精英思想的场所，大师们被顶

礼膜拜，而民众和民间文化则被嗤之以鼻。北京

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承

担着培养优秀教师的重任，民俗学在教育学科

里并没有位置。

在近 $% 年高校学科建设中，经济学、工商

管理科学以及其他应用性学科得到飞速发展，

而传统人文学科则日趋萎缩，有些也只好另谋

出路，增加一些应用性专业，诸如旅游、文秘、编

辑、社区行政管理等“有用”的专业。训练与传授

生产、操作、经营技能成为一些高校教育追求的

终极目标，全然不顾学生的人性和精神状态是

否健康。这大概也是许多高校一直没有把民俗

学学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有学者

在为人类学呼吁：“尽快改变完全缺少终极关怀

的学科设置实用化、流俗化的弊端，及时把人类

学补充到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来，同时

大力扶植和发展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理由其

实非常简单，人文这个词的词根在西文中也就

是人性的意思！”! & #人类学和民俗学同属于社会

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在高校学科建设中

在境遇肯定还不如人类学，这是民俗学的悲哀，

更是高等教育的不足。

中国的历史渊源流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

民俗教育资源极为丰富。民俗学肩负着弘扬民

族民间文化传统的任务，同时，也具有对青少年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责任，是需要大力发展的

学科。只要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予以重视，民俗学

工作者们齐心协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俗学

一定能成为最有特色的世界性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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