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田野作业 争取更大成绩
致 大 会 的 贺 信

参加大会的 者位同志

首先
,

让我代表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
,

并以中国民俗学会负责人的身份
,

热

烈祝贺本届学术讨论会的召开
,

并预祝会议的圆满成功

民俗学
,

在性质上是现代学
,

即以当前传承的民俗事象作为研 究 对 象的科学
。

因

此
,

它在资料的搜集上
,

必然要采用实地调查 的方法
,

即田野作业的方法 这正好象我

们研究古代的文物制度
、

社会组织 以及伦理
、

艺术等历史事象
,

必然采用文献学乃至考

古学的方法一样 自然
,

历史的研究
,

也可 以采用民间传承 民俗学 的方法
,

但那

一般只起着辅助的作用 〕民俗学研究资料的搜集
,

不能离开田野作业的方法
,

这是由

于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田野作业的方法
,

是现代一般社会科学所广泛使用的 自然
,

除了这些学科的对象

或理论的历史研究之外 当民俗学这学科活动开始的时期
,

在资料的运用上
,

多少有

过偏重 或掺杂着 文献学方法的倾 向 但随着学科的发展
,

对它使用的方法论的认识

更为明确
,

田野作业方法的正统地位就 自然彼确定下来 了
,

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史实

所证明的
。

田野作业的方法
,

虽然 已经为我国民俗学界所使用
,

并且大家对它具有一定的共同

认识 但是
,

长时期 以来
,

这方面的经验
,

缺乏必要 的整理和总结 在理论上也缺少 比

较深入的
、

系统的阐发 这样的现实情况
,

对于各地这方面的实践活动
,

既不能产生有

益的指导作用
,

对于我国民俗学理论的丰富
一

与提高
,

也不能尽到应有的职责 这无疑是
我们这方面工作的一个缺点

。

关于民俗学资料搜集 田 野作业的方法
,

在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实践经 验 及 理论的提

出 例如把调查范围限制在一定 区域内 区域调查方法
,

或集合不同科目的研究者
,

共同进行地区调查
,

以上国外之例 又如有领导地进行集体调查
,

在 调 查中实行
‘

三同
”

同食
、

同住
、

同劳动 原则等 国内之例
。

这些方法
,

不但在理论上值得
注意

,

在实践上还产生过不 同程度 的效果
。

但是
,

对国外的
,

我们缺乏有计划的介绍
,

国内的
,

像上文所说
,

又缺乏整理
、

提炼
。

因此
,

我们这方面的实际 活动
,

多少不免处
于 自流状态 这是很需要努力改进的

。

因此
,

这次本会召开的民俗学 田 野 作业方法论 专题讨论会
,

不但是很必要的
,

也是
非常及时的

我诚恳希望
,

通过这 次大会的热烈讨论
,

使许多宝 贵的经验得以提供出来
,

有些原

则的问题得到解决
,

并进一步提高学界 同志的共同认识和重视方法的 自觉意识 这将是
我们学科不断进取的有效保证

。

我非常关心学会的这 次专题讨论
,

可惜我年纪太大
,

不 便远行
,

因此
,

不能亲临会
址

,

跟大家共同商讨
,

聆听高论 这不但有愧 于所负的职责
,

也失掉一个有益的学习机
会

,

实在遗憾 所望的
,

是你们在讨论中取得可喜的成就
,

藉 以稍为弥补我个人所造成

的缺陷
。

翘首东望
,

不 性神往 祝大家身休健康

本 文标 题 系编 者所加
,

特 注
。

钟 敬 文
上旬于北京 时年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