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

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
,

人这才向它跪下
,

对于它的出乎意料的归来感到喜悦
,

为

这喜悦所征服
。

⋯ ⋯如果大地上老是结着果实
,

还有什么理由来举行播种节和收获节的

宗教典礼呢 大地上的果实之所以显得好象是出于天意的
、

理当感谢的恩赐
,

只是因为

大地时而把它的宝库打开
,

时而又把它关闭
。

唯有 自然界的变易
,

才使人变得不安定
,

变得谦卑
,

变得虔敬
。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  ! ∀ #年三联书店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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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民俗链中的北方民间信仰正是这样
。

作者单位
(

辽宁大学民俗文化研 完中心

责任编样
、 叶 涛

溯圳洲洲洲洲翔溯吻潮捌溯嵌溯翔潮翔潮鼓沉加翔咧洲螂溯洲潮溯潮娜溯螂洲溯娜溯溯潮潮嫩嫩细

“

中国北方农耕文化传统的变革
”

专题国际讨论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

!∃ 年早春 #月% 日至 ! 日
,

在德国柏林举行为期 % 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矿 会议的中心

题目是
( “

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在文化移入的情势下
,

其传统是如何变 革 的
”

共有   

个国家的民俗学家出席会议
。

我国代表
、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

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

心主任
、

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乌丙安
,

辽宁大学讲师吴秀杰
,

北京农业展览馆阂中滇等应邀

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

乌教授还被推举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夕

并与意大利学

者斯塔瑞共同担任第 %场学术讨论会执行主席
。

大会共宣读 )% 篇论文
,

其中∗篇论文是中国

江帆
、

刘庆华等 + 位学者寄来以书面发言形式参加讨论的
。

大会宣读论文的有德国著名

汉学家冯
·

门德教授
、

玛埃勒
·

弗雷泽博士
、

查波罗斯基教授
、

意大利的斯塔瑞教授以

及瓦格纳
、

维明
、

司坦弗
·

塔吉安娜等
。

论文普遍对中国北方麦黍文化传统在新历史条

件下的变革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
也对如何保护优良传统表示 了热心的关注

。

学术讨论的

科学水准高
,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信心普遍较强
。

会议并期望有条件能在中国北方召

开相应的专题讨论
。

廖民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