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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现代化文化的框架下 ,思考民俗与文献关系和价值 ,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

凸起的趋向、民族文化遗产的形态 ,建设学术资料系统的方法 ,及其应用去向。

[关键词 ] 　现代化 ;民族民俗 ;民俗文献史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3887 (2003) 04 - 0086 - 02

The History of Folk - custom Documents :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ty

DON G Xiao2ping
( The Research Center of Folk - custom Document , Beiji 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eiji ng 100875 , Chi 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 this paper is to give a considera2
tion on the value and position of folk - custom documents so as to point out their

more and more apparent position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

their images as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2
cademic data system and their practical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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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
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 ,强调建设以民族民俗为主体

的多元文化格局已渐成大势。自中国加入 WTO

后 ,西方国家已把注意力从台湾迅速转移到中国国

内 ,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 ,包括民俗

资源。中国民俗资源的一大特点 ,是富于民俗和文献。20 世

纪中国民俗学的一大成就 ,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 ,揭示了它

的文献系统 ,将之变成学问。钟敬文晚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

学派 ,对这一文献系统的独立意义和社会功能做了重要阐

释。[1 ]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英国杜德桥 ( Glen Dudbridge) 出

版了《妙善传说》,涉足中国隋唐民俗文献。[2 ]
80 年代中期以

后 ,美国欧达伟(R. David Arkush)发表了研究中国农谚、民间戏曲

的系列论文 ,使用了明清民俗文献。[3 ]在法国汉学界 ,自 50 年代

起至今 ,涌现了康德谟(Max Kaltenmark) 、谢和耐(Jacques Gernet) 、

石泰安(Rolf A. Stein) 、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一批人物 ,
[4 ]探索

秦汉至民国时期的民俗文献中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 ,领域广

泛 ,影响长久 ,颇有领军之势。80 年代后 ,中国扩大开放 ,给海外

汉学界以更多的接触中国民俗的机会 ,其成果更为丰富。中国近

年也开展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和民俗志的搜集编撰工作 ,中国

民俗学者本身也在奋进 ,面对这种激烈的学术竞争和资料共享局

面 ,当前国内民俗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看到民俗与现代化

文化建设的这种密切关系 ,发挥本民族学者在理解本民族民俗上

的先天优势 ,利用已有中外学术成果 ,抓紧总结和提高民俗资料

学的层次 ,拓展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 ,拿出真正中国品牌的学

术成果 ,与高手云集的国际学术界交锋、交流 ,赢得中国民俗文化

资源在奠定民族遗产形态、历史文明构架、文献学体系、理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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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一席之地 ,而不只是被当成资料、资讯。

二
在现代化文化的框架下认识中国的民俗与文献 ,一个核心

思想 ,是阐释总有一部分民俗要进入现代社会 ,成为现代化文化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世界趋势 ,也将成为中国之路。在这

一进程中 ,在民族共同体内部 ,民俗往往以历史遗产的形式 ,表现

自己的生命力 ,替现实说话 ,为传统向现代转型提供文化支撑 ;在

不同文化之间 ,外来文化则往往通过民俗遗产 ,认识民族内部广

大社会成员的心态、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传播途径 ,寻

找对话渠道或经济市场 ,此点由近年国际一流大学的学者或国际

知名品牌公司纷纷使用中国民俗形象资料的选择 ,可见端倪。所

以 ,中国民俗学者应拿下这方面的课题 ,建设民俗文献史 ,发挥它

对建设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的实际作用。

在理论上 ,开展这一工作 ,是继承和发展钟敬文建设中国民

俗学派的思想 ,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文字语言和口头传统、习

俗制度和现代传承等方面 ,重新审视以往记载民俗的史料、现代

田野描述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 ,整合学术资源。它的目标 ,是建

设中国民俗文献史。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任务 ,在于初步地、框架式地描述和构建

出一个区别于上层精英典籍文献的中、下层文化史料体系。它的

内容 ,不是对民俗事象做文学编辑、历史编年或一般的资料长编 ,

而是建立一个可供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资料系统。它不再按照上

层书面文献史的样式 ,而是根据民俗自身的表达方式、传承形态

和分布规律 ,确立体系框架。它提出民俗文献史的概念、性质、范

畴、功能和方法 ,还说明民俗文献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例如 ,在

民俗环境中文字资料的性质和被使用的内涵、口头传统与文字权

力的关系、民俗事象被地方文献化的过程和使用途径、古典文献

记载中的人、事原型与新社会条件下被唯物主义地解释和保存的

关系等 ,以揭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文化交叉、变动的情

况 ,民俗在文献中的生命力来源和生存特点等。它强调民俗文献

史是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从前不重视它 ,不能给予科

学的认识 ,民俗学能够发现它 ,揭示它的内容、形式、价值和地位 ,

所以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在民俗学理论方法下研究的民俗文献

史 ,不止是资料 ,还有确立学术资料的原则、分类方法、描述资料

的逻辑、从资料中提取的民众知识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

作用等 ,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和学术地位。

在方法上 ,要厘定“民俗文献史”的对象、范围和资料来源和

描述方法 ,重点整理和研究被文字记录的民俗史资料 ,或称民俗

文献史料。在这个意义上 ,对历代民俗文献 ,主要是先秦、两汉、

唐宋、元明清、民国和现代史中的民俗文献 ,提出其中的要籍 ,做

重点扒梳 ,也列出围绕这些要籍出现的其他文献要目 ,补充社会

上下文资料 ,及文学、农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相关史料 ,描

述和分析这些民俗文献史料的形成方式、文献化过程、解释价值

和传承功能。同时 ,也要根据我国历史上已形成“风土记”、“岁时

记”、“志怪”笔记、“水利簿 ”、“人物志”、“竹枝词”、“俚言解”等相

对固定文体的传统 ,按这种民俗文体的原有分类 ,逐一进行跨越

历史朝代的纵向归纳、描述和初步分析。在种种方案中 ,过去已

有编写中国民俗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的样式 ,但缺乏对社会上下文

和相关学科史料的交代 ,而民俗文体的文献史未见。中国民俗文

献史 ,应力求将两者打通 ,整体成史。

三
开展中国民俗文献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在理论和实践上 ,

有利于突破一些难题 ,推动我国民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

究。

理念突破。钟敬文晚年提出民俗志学说 ,是他倡建中国民

俗学派理论的重要部分。但这个草图需要后学去充填。研究和

撰写中国民俗文献史 ,以文献民俗志为一分支、以田野民俗志为

另一分支 ,可以发展钟老的学术思想 ,促进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

体例突破。以往民俗学界对民俗文献史料做了许多清理和

扒梳 ,但从前强调根据文人文字记录 ,对民俗文献做分期、分类和

分门别类的解释。中国民俗文献史 ,突破这一模式 ,引入民间文

献的概念 ,根据民俗文献被民俗理解和使用的实际作分期、分类

和解释。另一方面 ,也指出 ,在地方社会中 ,在记载民俗上 ,文字

文献与民间文献的共同点、层次性和差异面 ,这要采新的分类体

例才能实现。

资料突破。在资料建构上 ,一是上层书面文献中保存的

民俗资料 ,一是历史上部分文人学士搜集的通俗文献资料 ,一

是民间田野资料 ,如含村碑、账簿、日记和手抄本等。但从前

使用撰写这种民俗史 ,凡接触历史文献 ,大都跟着文人学者的

感觉走 ,较少考虑到过去民众没有识字权利和不读文字文献

的史实。当前的民俗文献史工作 ,应突破这种格局 ,首先 ,指

出历史上的文人文献有对民俗的情感、直觉和“当时性”描绘 ,

并累世汇集成由无数个“当时性”片段组成的地方史 ,在后人

无法对历史现象做田野调查的地方 ,成为后人认识民俗史的

第一手资料 ,这点与上层正史不同。研究和撰写中国民俗文

献史的观点是 ,任何文献的形成 ,都是识字阶层参与的结果 ,

因此需指出历史上的文人观念和现代学者观念对造成民俗文

献的作用 ,它还应力求对上述资料做出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批

评 ,以说明中国民俗文献被记录和保存的内在规律、探求民俗

文化的本质。对有些民俗文献史料的考察 ,如能有条件结合

现代田野资料进行 ,同时使用正确的视角和方法 ,也会得到其

他收获 ,至少是反映这些文献被使用的思想观念和现实活动 ,

将文字上看不到民俗含义揭示出来。它们受到地方化利益的

限制 ,又被选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做解释 ,还能提供它们的传

承价值和地方运作的鲜活资料 ,帮助人们看到民俗文献史料

中能“活”下去的部分 ,也能反过来 ,帮助人们了解现代日常民

俗有民族历史基础的部分。

视点突破。民俗文献史料有跨界现象 ,人类学、民族学、

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和性别学等 　　(下转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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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最为遗憾的就是我们在《传记摘录》没有作者、序跋

的情况之下 ,无法得知该书较为确切的成书时间 ,否则便能进

一步深入探讨《传记摘录》与《聊斋志异》之间的类同与差异 ,

是否受到作者个人生活环境或时代背景的影响所致 ;或者《传

记摘录》原本只是一部欣慕《聊斋》风采而加以模仿的习作 (因

为“摘录”两字似乎为“模仿”他作留下某种程度的暗示) ,以致

作者没有留下姓名 ,这就不得而知了。

关注域外汉文献 ,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汉文化。在越

南汉文小说方面 ,过去有人借此肯定中国小说本身的成就 ,甚

至重新定位中国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4 ] 。现在 ,本文

主题式的探索《聊斋志异》对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的影

响 ,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越南汉文小说的发展 ,明晰中越

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与历史现象 ,也让我们对《聊斋志

异》的广大影响又添一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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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7 页) 　　都对“民俗”有共同兴趣。特别是近年兴

起的社会性别学视角 ,还将对阐释民俗提出新意 ,因此在描述

资料上 ,也需要采用多学科的视点。

系列相关研究的突破。目前研究和撰写中国民俗文献

史 ,还是纲要 ,但不是空架子 ,其基础是近年已进行和将要进

行的科研工作 ,包括民俗志研究、中国民俗学史研究等。此项

工作 ,是把分散的科研课题与理论总结结合起来 ,抓住中国民

俗文献史的特征。

开展这项工作 ,在实际应用上 ,与国内许多现代化进程中

的具体工作都有联系 ,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参与现代化

文化工程、辅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科技与人文的渗

透、促进国民素质教育 ,以及环保、旅游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

工作等。

四
建设民俗文献史 ,能使民俗学者自己和享用民俗的国人

都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拥有的“民俗遗产”:它是现代文明中

的某些古老而又深具文化内涵的特殊成分 ,是历史遗产中可

以复活的生活部分 ,是社会变迁中冲击力最强的无形资产 ,是

民族生存中最有凝聚力的情感资源 ,是世界文化中最能引起

“文化惊奇”的有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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