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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立 潘

薄敬的各位专家
、

学者
!

尊敬的各位代表
!

中国民俗学  年学术研讨会历时四天
,

今天就要胜利闭幕了
∀

四天来
,

在不受任

何外界干扰的
,

安静的环境里
,

来自全国# ∃个省 % 自治区 &
、

市的∋ 。多位代表
,

欢聚在

胶东风光秀丽的乳山市海滨
,

就中国民俗学 田野作业及方法论问题
,

进行学术交流和研

讨
,

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

达到 了会议预期的 目的
∀

召开这样的有关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专

题性学术研讨会
,

自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

发展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竖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

对中国民俗 学 学 科建设来

说
,

这次会议的召开
,

也可以说带有某种战略意义
∀

我相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
,

必将

对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

∀

提交这次大会的论文共有  ∋篇
∀

在这些论文中
,

涉及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的论文 #

篇
,

民俗考察报告 篇
,

其他论文( 篇
。

其中山东学者提交论文# 篇
,

占全部论文的 )肠
,

这充分显示 了山东民俗学者近几年来田野作业 的实绩和研究水平
∀

四天来
,

通过大会发

言
、

小组讨论和个别交谈等方式
,

交流经验
、

展示成果
,

又一次提高了对民俗学田野作

业重要性的认识
。

大家一致强调
,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和生命线
,

是中国民俗

学发展的希望
∀

提交这次会议的论 文以及大会发言
,

既涉及到民俗学田野作业和方法论

的所有问题
,

也涉及到对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现状的评价
∀

有些论文 的 质 量是比较高

的
,

它不仅熔铸了调查者对 田野作业的理论认识和执著认真地实践
,

而且具有很强的操

作性
。

应该看到
,

中国 民俗学会自成立 以来
,

就十分强调 田野作业的重要性
∀

提倡民俗

学工作者要迈开双脚
,

深入实际
,

将民俗学的研究和田野作业
、

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

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民俗学学科体系
∀

实践证明
,

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

最明显的

特点是逐渐走出文献和历史的领域
,

和田野作业紧密结合
,

从而将中国民俗学由原来的

∗
“

历史之学
”

转变为一种
“

现代之学
” ,

体现出她的明显的
“

现在性
” ·

正是因为中国

民俗学强调了田野作业的重要性
,

所以和世界民俗学取得了同步发展
。

, 这次会议的论文作者和每个与会者
,

无论是年老的或年轻的学者
,

都将 田野作业摆

到十 分重要的位置上
,

进行认真地思考和实践
。

有的还创 造了非常成功的田野作业的经



验
∀

如果我们广采博纳
,

集思广益
,

从整体
+

仁来市视这次大会的论文
,

我们就会高兴地

看到
,

中国民俗学 ,飞勺田野作业经过
一

− 多年的努力
,

己从盲目和不 自觉的状态
,

逐渐走向

自觉和成热
。

这就为今后规范件
,
图民俗学田野作业

,

推进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

这次会议既是
,

一次学术交流会
,

又象一次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培训班
,

它使每位

学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启迪
。

如果我们能把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带到今后的实践

中去
,

再过十年
,

回过头来看待这次会议的意义
,

大家的感受定会大不相同
∀

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民俗学田野作业问题
,

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

既有理论间题也有

实践问题
∀

会议期间
,

大家就什么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
. 田野作业的性质

. 田野作业的

种类
. 田野作业的程序和实际操作方法

.

民俗学调查者的理论修养和素质提高
. 田野作

业与文献资料的关系
.
如何建立 民俗学考察墓地

. 田野作业中点与面的关系
.
定点跟踪

调查和周期调查的重要性
. 民俗调查

、

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
对国外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

的借鉴以及民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问题
,

各抒己见
,

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

取得了

许多共识
。

在氏俗学研究中
,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

但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唯
/

一科学的
,

田

野作业也是如此
。

任何方法都有一个形成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

我 们 相 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
,

学科的发展
,

认识的提高
,

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是会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鲍
,

行

之有效的方法和方法论的
。

所以说这次会议起到了打开思路
,

开阔视野的作用
。

希望大

家今后在实践中
,

更加加深对 民俗学 田野作业方法论的思考
,

并在理论指导下
,

进行科

学的实践
。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
,

有老兵也有新涌现出的新秀
∀

他们来 自高 等 院 校
、

科研部

门
、

文物
、

考古
、

地方史志
、

博物及旅游系统
∀

,

大家从不同的岗位
,

不同的学科相聚在

民俗学学术讨论的会堂
,

多方位
、

多角度地探讨民俗学田野作业和应用研究间题
,

这本

身就很有意义
。

它说明中国民俗学不再是一门绝学
,

而是一门显学
∀

是一种具有很强生

命力的学科
。

它的学术的容纳性
,

是除文化人类学学科之外的别的 学 科 所不及的
∀

但

是
,

客观的条件并没有给民俗学学科带来优厚的待遇
, ∀

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

我们目

前的处境还有些窘犷
。

红费的不足
,

调查工具的简陋常常困扰着我们
。

但我们有一种别

人所不具备的
,

为 民俗学事业 夕甘于寂寞
、

无私奉献
”

的精神
,

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
,

是金钱所不能代替的
。

有了这种精神
,

坚持下去
,

就会克服种种困难
,

创造出奇迹

来
。

这一点
,

我们只要听听会上许多民俗调查者感人肺腑的发言和 事 迹
,

就会体会得

到
。

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默默无闻
,

无私奉献的精神
,

不断增强 民俗学队伍的凝聚力
,

创造出一种团结
、

祥和
、

勤奋
、

淡泊的学风来
。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基础
,

也是每个民

俗学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
。

田野作业 的根深深扎在民众的肥 田沃土之中
∀

千百年来民众

创造和享受的民俗文化
,

对每一个田野工作者都是一个鼓舞
。

只要我们投入民俗文化的氛

围之
,
扫

,

我们就会忘记一切疲劳
,

忘记学者的
“

囊中羞涩
”

之感
,

就会激起一种 自豪感

君,使命感
。

我们坚信民俗学是一种庄严的事业
,

这种学术的尊 严 是 永 远不会被损坏

的
。

中国的改革开放
,

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
,

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乳山渔村和经济开发

区
,

亲眼看到了那里 已经发生
、

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

亲身体会到现代生活的变

化步伐正在加快
。

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民俗文化的现代化
,

这是一种 不 可 逆转的潮



流
∀

现在摸在中国民俗学 着面前的 住务
,

是要关照几 浴
,

!川
‘

!传统和现 0吮化两个方面
。

郎

一方面要加快民俗传统文化的发掘
、

抢救
、

保存和研究
,

另
一

+

加厄又要兼顾
一

呢氏民俗的

考察与研究
,

肩上的责任无疑是加重了
∀

如何使中国民俗学的 田野伟业适应新形势的发

展
,

学者们在大会期间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

对于这些建议
,

中国民俗学会应认真地

加以研究
、

安排和协调
,

使其尽快变为现实
∀

、

对中国 民俗学的田 野作业
,

学会应该有一个全面
、

具体的规划
∀

中国民俗学的

田野作业从
‘

五四
”

时代算起
,

已有了很长的历史和实践
。

特别是近十年的发展更是突

飞猛进
,

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

如何使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
,

尽 快 结 束目前调查者
‘
散兵游勇

” 、 ‘

人自为战
”

的局 面
,

使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
,

并和国际上田野作业方法接轨
,

希望中国民俗学会尽早拿出一个规划来
.

#
、

建议学会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
,

能尽快举办 民俗学田野作业讲习班
∀

对调查者

进行专门的训练
,

提高中国民俗学 田野作业的水平和质量
.

)
、

建议中国民俗 学会将这次会议的论文认真加 以审读和研究
,

修改 和补充
,

作为

《 中国民俗学研究 》 %第二辑 & 出版
,

以便展示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绩
!

 
、

中国民俗学会应结合中国国悄
,

组织人力
,

发挥各位专家的特长
,

协作编写 出

版一部 《民俗学手册 》 或 《 民俗学 田野作业手册 》
,

供各地从事 民俗学工作者田野作业

时的参考
,

也
一

可作为高等院校民俗学课程的参考教材
.

∃
、

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和提出建议
,

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俗普查
,

抢救

和保护那些即将消亡的民俗文化遗产
.
建议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民俗文物和民俗文

化遗产
.

1
、

建议中国民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
,

评 比和表彰一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先进人物

和先进事迹
∀

以上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
,

如果认真实践起来
,

会大大推动 中国民俗学田野 作业向

更高的层次发展
,

同时也有利于民俗学队伍的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

作为 中国民俗学

会的工作
,

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

各位代表
∀

今天我们的会议就要胜利闭幕了
∀

在整个大会期间
,

与会代表都可亲身

感受到 山东省民俗 学会
、

山东大学
、

乳山广播 电视大学
、

乳山市各级 领 导 部 门
,

在人

力
、

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会 以很多的支持和热情地款待
.
大会会务组的诸位先生

,

鞍前

马后
,

不辞辛苦
,

为大会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
,

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取得 圆

满的成功
∀

在我们刚刚到达乳山口宾馆时
,

大厅里醒目的标语上写着
! “

向来自全国各

地的民俗学专家们说一声
!

您辛苦了旦
”

这使每个与会者倍感亲切
,

疲劳全消
。

今天当

大会胜利闭幕时
,

也请允许我们 向山东省乳山市的领导及朋友们
、

向会务组的诸位先生

说一声
! “

你们辛苦了 − 请收下我们深深的谢意 − ”

你们的辛苦将载入中国民俗学发展

史的史册
,

闪现出光辉的一页
∀

我们相约在下次学术会议再次相见
,

重叙学术友情
∀

现在我宣布
‘

中国民俗学  年学术研讨会
”

胜利闭幕
∀

祝各位 专 家 学者身体健

康
,

学术丰收
,

好人一路平安 , 谢谢卫

 年 月 日

% 本丈标题 系编者所加
,

特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