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间 文 化 论 坛

学者的定位: 立场、标准和方法

———“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综述

2007年3月16日～18日, 中国民俗学会与学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在北京市怀柔区集贤山庄召开。与会

学者来自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等学科, 有专程来自台湾的王秋桂、黄树民、林明德、金荣华、杨

振梁、陈益源先生 , 有大陆在京学者刘魁立、刘锡诚、邵鸿、赵世瑜、金泽、周星、刘铁梁、高丙中、郭于华、叶涛、吕微、陈泳超、施爱东、孟

白先生 , 以及《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主任王善民先生等。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长 , 对自己多层次的传统文化的自信日益增强 , 国际方面 ,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

观念广泛得到认同 , 以民间文化为指向的学术研究似已成“显学”。另一方面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环境都有了

很大变化 , 民间文化研究的有关学科经过百多年的发展 , 在西学的根基和逻辑下 , 也日益分化、各自为战。多层面的丰富多彩的民间

文化被人为割裂 , 造成认识上的欠缺、保护发展上的困境。在当下 , 如何满足国家、民族的需要? 作为世界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民间文

化如何保护与抢救? ⋯⋯一堆堆问题并未有明确的答案。作为要为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抢救提供学理支持的学者 , 处于这种局面下 , 其

困惑乃至尴尬不言自明。

尽管多年来关于民间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很多 , 《民间文化论坛》等学术期刊也开辟了“前沿话题”等专栏 , 供学者争鸣、切磋 , 探讨

学术思维和方法 , 论著和成果很多。但是 , 大多围绕某一专题、或在某一分支学科范畴内讨论 , 难于兼顾其他 , 有一定的局限。因此 , 海

峡两岸学者产生了会聚一堂 , 交流、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发展的共识。学苑出版社作为中国民俗学界长期的坚定盟友 , 愿意尽微薄

之力搭建一个平台 , 与中国民俗学会共同促成了此次论坛。

研讨会围绕四个议题 : ①民间文化研究如何应对当代社会 ; ②民间文化研究如何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与视角 ; ③面对新形势 , 两

岸学者如何通过合作以推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进展 ; ④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研究中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 , 这四个议题很大 , 远非一两次研讨所能谈清楚的 , 而且实际上到会的和未到会的学者们在不同时间发表的论著

中都从各个角度探究过。本次会议上热烈的讨论( 甚至争论) , 实际上是学者们各自长期思索的简要表述和交流、碰撞。

但恰恰是这些讨论 , 反映出以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 所思 , 所言 , 所为 , 都在努力求证着自己的定位。即 : 作为学者 , 我在研

究工作中 , 应持什么样的立场? 应持什么样的标准? 应持什么样的方法?

具体来讲 , 会议上讨论到以下许多问题 :

民俗学家是否应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民俗学家应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对已经改变的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是任其消失? 还是给予保护? 有没有必要部分恢复民间文化原来的生态环境?

民间文化本身是在消亡? 还是在变化演替? 在这个过程中, 学者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干涉? 指导? 观察? 学者是否应带有“感情”?

田野调查、口述史、民俗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是对历史文献的补充? 颠覆? 还是不足为信?

民间文化研究中时空观念的作用是什么? 区域的比较 , 历史的演替 , 对于民间文化研究有何意义?

不同学科学者组成"团队"进行以田野作业为主的多学科视角的研究 , 如何运作? 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面对文献和理论 , 尤其是外来的理论 , 中国的学者应当做什么? 套用? 诠释? 还是产生新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对于学术发展史是否需要追根溯源( 或者正本清源) , 以免迷失在不同派别的学术丛林中?

⋯⋯

研讨会上 , 上述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 它们将长期伴随民间文化的研究。而正是许许多多令人困惑、众说纷纭的问题 , 将促进一代

代学者不断探索前行。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目的。

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今后的合作交流了看法。海峡两岸同源同种 , 拥有共同的文化 ,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有自己民间文化的特

色 , 需要两岸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两岸学者各自都已做了很多工作 , 双方有许多经验可以交流互补。除了既往的在具体课题

上的合作之外 , 论坛呼吁今后在资料共享 , 尤其是人员交流 , 如建立学者互访、学生交流等机制方面 , 应该开展更多深入的合作。

与会学者都表示 , 希望此次开启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长期坚持下去 , 通过这一平台建立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 以

促进我国民间文化研究事业的繁荣。 ( 本刊编辑部)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