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学科 发展奠定 坚 实基 础

—
致第六次学术年会的贺信

中国民俗学会第六次学术年会及全体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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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的第六次研讨会
#

—
编 者注 ∃ 在山东省乳山市隆重召开

,

我因身体和工作的原因

不能与会
,

和大家共 同交流民俗学研究的心得和休会
,

十分遗憾 % 在此谨 向与会的民俗

学同仁及各位专家
、

学者致以亲切间候
,

并预祝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

自& 。年代以来
,

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发展已经经历了十多个春秋
#

十多年来
,

在钟

老的率领下
,

经 民俗学全体同仁的努力
,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取得了 十 分 可喜的成

就
,

造就了一大批民俗学工作的中坚力量
。

今天大家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聚会乳山
#

交

流和共同商讨民俗学 田野作业和方法论的诸多间题
,

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

也是十分有

意义的
。

因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到今天
,

要想使研究更加深入一步
,

科学的
、

深入的田野

调查和记录
,

显得十分必要和迫 切
,

它不仅有利于民俗文化的抢救
、

记录和保存
,

而且

为今后民俗学学科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

我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
,

集中大家的智慧

和力量
,

各述 己见
,

集思广益
,

在中国民俗学方法论的建设问题上
,

能有新的突破和建树
#

山东 乳山是我的家乡
,

那里的父老 乡亲是十分热情好客的
。

齐鲁大地也蕴藏着丰富

多彩的民俗文化
,

与会的许多同仁
,

也许大多数是从内陆省份去的
,

今天大家相聚在海

滨
,

在品尝海味的同时
,

一定会感受到海洋民俗文化的真情
#

很遗憾我这个山东人不能

和大家相聚
,

略尽地主之意
,

只好遥祝大家身体健康
,

一切如意
#

级好再次祝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

马学良
 ! ! ∀

。

  
#

本文标题 系编 者所加
,

特注
#

社 会 生 活 需 要 民俗 学

一致中国民俗学 ! !∀ 年学术研讨会的贺信

叶 涛同志并转全体与会代表

我因赴三峡考察 涉及立项 ∃
,

不能参加在乳山开的年 会
,

十分遗憾 , 但是我很想

髯加这个会
,

因为田野也是我最感兴趣 的工作
。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研究的前提和基本功
,

尤其在当前
,

强调田野调查 具 有 重大意

义 一
、

田野如同读书
,

在某种意义上又胜于读书
,

是获得和占有民俗 资 料 的重要渠

道 ,
二

、

文献记录的民俗事象挂一漏万
,

而且不具体
,

民间的民俗则是活生生的
,

既可

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

又可有许多新的发现
∋
三

、

今 日中国 巨变
,

民 俗 大 改
,

用不了

三
、

五年
,

至多七
、

八年
,

目前极易看到的民俗就会消失掉
,

因此
,

我们的 田野调查具

有抢救性
,

刻不容缓
,

这是历史赐予我们的重任
#

决不该等困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