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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 2月刘半农等在北京大学发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以后, 引起了各地人士对民俗

学的兴趣。原搞宗教学的江绍原也转向了民俗研究,先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独具风格的民

俗小品五百多则, 1927年、1929年分别在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迷信研究0、/礼俗迷
信之研究0课程。而在 1927年 11月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0
命名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0以后,该学会出刊物、办培训班、编丛书,搞得热火朝天,影响很大,

除有本校会员外,不少校外学者也纷纷加入该会,还有了福州、厦门、漳州分会(都在当地报纸

创办了5民俗周刊6)。在这种发展势头之下,一些学者萌发了创建全国性民俗学组织的想法。

(一) 周作人与江绍原在 1924年开玩笑互为礼部总长、礼部次长后, 二人对民俗学研

究的兴趣倍增, 1928年、1930年酝酿过筹建中国民俗学会。

11 1928年 3月 23日, 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注意民俗学的人渐渐多起来, 不

久可成立一个会吧, 先生若肯发起, 最佳。0 ¹

  ¹  见张挺、江小蕙5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6,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年出版。其中Á注:
/于日刊上见到尊函0: /指江在5北京大学日刊6上发表的因忙于教学和科研, 无暇参加民俗学
会活动的公开信。0/知道兄欲逃出民俗学会0: / 1930年 5月,周作人为恢复 1920年以成立歌谣
研究会为开端的民俗研究工作,曾走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商讨成立民俗学会事; 并拟
与江绍原共谋此事。但周从江在-日刊. 上发表的公开信和江于 6月 13日致周作人信中所说
-学会事稍缓再谈. 的话中,看出江的态度不够积极,故云-知道兄欲逃出民俗学会.。0



  21 1928年 6月 19日, 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上海方面的赵景深、顾均正、徐

调孚, 均喜研究民间文艺, 我颇想怂恿他们组织一个类似民俗学会的团体。已有信去劝

进, 效果如何, 容后报。0 ¹

31 1928年 6月 27日, 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赵景深有复信来, 赞成组织一个

研究民俗的团体。渠意此事应先生发起, 我预备再和他通信, 看能否商议出一个头绪来,

如能, 当将来往的信汇齐呈先生一阅, 请先生正式发表意见。0 º

41 1928年 7月 11日, 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赵景深等回信, 云民俗学会最好

由先生和我发起, 但我尚在谦让中, 我自知不是民俗学专家钟敬文君所云也。0 »

51 1928年 7月 15日, 周作人给江绍原的信中说: /钟敬文云文已见, 此事甚希望兄

及赵景深君努力, 不佞亦愿附骥, 但自己知道, 只能 -跑龙套. 而不能为正角色也。0 ¼

61 1928年 8月 2日, 周作人给江绍原的信中说: /廿二函已收到。民俗学会的发起我

想最好还写几个人, -以笔画多少为序. , 希望你也能加入; 如你 -不想. , 则我也想 -恕

不. 了。老实说, 这件事本来靠在南方的各位努力, 不佞实在是无能的。0 ½

71 1930年 5月 30日, 鄞县民俗学会 5民俗旬刊6 第 3 期周作人给娄子匡的信说:

/华兴江绍原君拟应北大研究所之招, 亦办一同样的学会, 不过目下尚无头绪, 大约办得

起亦当在秋后也。0 ¾

81 1930年 6月 13日, 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 函到。本学期的讲义, 还有将近

二十页没完卷, 学会事稍缓再谈, 但我想您如果担任起来, 我必做一名伙计。0 ¿

91 1930年 6月 13日, 周作人给江绍原的信中说: /于日刊上见到尊函, 知道兄欲逃

出民俗学会, 我以为不大好。因兄如不干, 则该学会便不能成立, 此系实情, 虽然在兄未

免稍忙, 仍希望不要 -倦勤. 耳。至于我原说如兄去则可以同去帮忙, 准此, 兄如不去我

个人亦自难唱独脚戏者也。0 À

(二) 娄子匡是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校外会员, 颇富开拓精神和组织能力。20世

纪 30年代初在浙江鄞县创建了民俗学会、创办了 5民俗旬刊6 (共出 5期) 后, 即向杭州

发展。1930年 8月 22日, 江绍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娄子匡要办一个民俗周刊, 算

作杭州 5民国日报6 附刊之一。我得替它写一点短文, 但亦不愿多写。0Á 1930年 8 月 28

日, 娄子匡在杭州 5民国日报6 上创办了 5民俗周刊6, 开始几期未署编者, 从第 8期起

标 /民俗学会编0、 /通讯处: 浙江杭州直吉祥巷四三号娄子匡转0, 并载钟敬文 5启事6

云: /本刊原为娄子匡先生所创办。不意刚出版时, 娄先生即不幸病倒, 于是乎我只得来

庖代这编稿的责任。现在娄先生已恢复健康, 在理应交还这个责任。自下期 (第 9 期)

起, 编辑上的职责, 完全由娄先生负担。关于这方面的函件, 可直接寄杭州直吉祥巷四十

三号。(娄先生的住址) 至于应征的故事来稿, 或与此事有关的函件, 仍乞寄大方伯民众

教育实验学校弟收。钟敬文谨白。0 大概是由于江绍原为该 5民俗周刊6 题签且 1~ 3期连

载了他的 5最近 Fo lklo re研究之范围与倾向6, 钟敬文参与了该刊的编辑, 乃有了杭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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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会为江绍原、钟敬文、娄子匡三人创办之说, 而实际上初创则仅娄氏耳。

杭州民俗学会 5民俗周刊6 出至第 60期, 为 /休刊号0, 表达了他们要组织全国性民

俗学组织的意愿。5本刊休刊告读者6 写道: /本刊的休刊, 并不是这花儿的枯萎, 我们是

想换一个大的园地来栽培。0 /想大规模的结成一个中国民俗学会, 南京、汕头、福州、夏

门、漳州、衢州、宁波、杭州的民俗团体, 一致的集合起来, 各地和民俗学相亲的先生

们、伙友们, 无尊卑、无限制的团结起来! 0 5民俗周刊6 第 62期于 1932年 10月 16日出

版, 署 /中国民俗学会编纂0, 1932年 8月 1日钟敬文、娄子匡编之 5民俗学集镌6 第 2

辑亦标 /中国民俗学会0 字样, 并把 1931年在 5开展月刊6 第 10、11期合刊的 /民俗学
专号0 补算作 5民俗学集镌6 第 1辑。它确确实实向我们证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于

1932年 8月 1日或稍前, 并刻用了 /中国民俗学会0 图章。

1943年冬, 顾颉刚、娄子匡等到了重庆, 筹建中国民俗学会。 5纪在渝同仁两次座
谈6 讲, 顾颉刚发言说: 民国十六年中大,,出版 5民俗周刊6。各地成立民俗分会的,

有闽、浙,,浙江的分会, 由娄子匡同工主持, 他在东南把民俗学风气激荡起来了。当时

影响到各地, 四川也因之而成立了分会。, ,近时娄子匡同工来渝, 赓续发动这一运动,

联系同工, 出刊 5风物志6 周刊, 因而引起四川同工樊纟寅、于飞的联合, 而举行两次有

意义的座谈。

娄子匡到台湾后, 继续着 /中国民俗学会0 的工作。

(三)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奠基了我国民俗学事业。由于事务工作的拖累和与同事们之

间的矛盾, 他于 1929年 2月 24日离开广州到了北京后, 在燕京大学任职。但他一直惦念

着民俗学事业, 很想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会。

1930年 11月 15日顾颉刚日记: /史襄哉来, 长谈结集民俗学会事。十七日作 5中国

民俗学会发起宣言6, 送史襄哉处。0 ¹

钱小柏在 5顾颉刚民俗学论集 #编后记6 中说: / 1950年初在上海法华镇还有过一次

热烈的叙会。那次是由李白英来招我去的, 目的是预备成立中国民俗学会。那天由那里一

个开本行的小开设宴请客, 专请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爱好者谈谈。到场的除顾颉刚先生之

外, 有蒋维乔和搀扶他来的青年, 还有赵景深、李白英和我等约十人左右。会上大家先由

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谈起, 一致认为解放后应该把民俗学会马上办起来, 言谈一致, 意见相

同。0 º

(四) 1978年至 1982年, 钟敬文、顾颉刚、杨成志、杨 、白寿彝、容肇祖、罗致

平、乌丙安、王文宝等呼吁成立中国民俗学会。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 我国民俗学被看成是反动的东西, 长期陷于几

乎停滞的状态。我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9年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真是一个大好的

机遇, 负责组联工作: 整顿全国会员档案, 编辑 5民间文学工作通讯6, 广泛与民间文化

工作者进行联系。我是在北京的大杂院儿里长大的, 在北京大学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源

地) 读书时又看了不少民间文化方面的书, 对民俗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到中国民研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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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 1979年 4月 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5情况和建议6 刊载乌丙安、刘航舵的 5重建中国
民俗学的新课题6, 1979 年 12月号 5民间文学6 刊载顾颉则、白寿彝、容肇祖、杨 、

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的 5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6。1981年 5月 15 日,

我借中国民研会召开首届学术年会之机, 邀浙江的叶大兵、江苏的穆 和浙江的蒋风召开

小型座谈会并发出 5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民俗学而努力6 的倡议 (刊于 1981年 8月

5民间文学工作通讯6 第 40期)。1981 年年底, 我以 5民间文学参考资料6 第 3、4辑的

名义, 编了 5中国民俗学论文史料选6 和 5中国民俗学目录选6, 为培训民俗学干部提供

了材料。著名神话学家袁珂 1982年 4月 25日来信说: /来信并惠寄 5民间文学参考资料6
3、4辑均收到, 谢谢! 所收关于民俗的论文和资料, 真是丰富, 琳琅满目, 对研究参考,

极有好处, 得暇还当展卷细读。你为大家做了一桩值得称道的好事。0 ¹ 吉林民俗学会于
1982年成立以后, 曾购买此资料以培训干部。

从本职工作出发, 进行大力呼吁宣传, 利用 5民间文学工作通讯6、通信、采访, 很

快促进形成了一个民俗学工作者的浩荡大军, 不少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 民俗学之

重要性在社会上得到了确认。我的努力受到了老民俗学家的关注, 杨成志、杨 、钟敬文

经常要我去他们那里向他们汇报全国民俗学活动的情况。我给辽宁大学乌丙安, 吉林民研

会李文瑞, 浙江民研会叶大兵、莫高等, 北京大学段宝林写信, º 促成了他们各自当地民

俗学会的成立, 并亲自参加了辽宁、吉林、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成立的盛典, » 晚上亲到北

京车站为钟敬文夫妇赴浙参加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送行, 代表中国民研会向成立的以上

各民俗学会写去祝贺信。钟敬文先生接受了我提出的利用各种会议召开民俗学座谈会的建

议。钟先生把这种自下而上的宣传组联工作对我戏称为 /农村包围城市0。
部分地方成立了民俗学社、民俗学组、民俗学会, 开设民俗学课, 编印民俗学报刊,

形势越来越好。杨成志、杨 多次跟我说: /现在到了该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时候了, 请

你对钟老说我们推举他当会长。0 1982年 4月 22日, 杨成志给我来信: ¼

文宝同志:

今晨打电话给梅益同志, 畅谈了关于中国民俗学会事宜 ) ) ) 他说拟来看我,

辞不敢当。下星斯二上午他派员来寓面谈一切, 然后定时间与钟老、杨老和我等

会晤。因电话打不通, 请您将七教授组成 /中国民俗学会建议书0 等下星期二上
午带几份来是盼!

专颂

撰绥

杨成志  
19821 41 22

我带着七教授的倡议书和有关各地民俗学活动的材料, 于 1982年 4月 27日到中央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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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杨成志家中, 向来这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高德同志介绍, 他听后高兴地表示要积

极向梅益同志汇报。以后, 杨成志又约我去他家一起给梅益打电话进行催促。于是乃有

1982年 6月 5日高德第二次来杨成志家, 与杨成志及应邀前来的钟敬文、杨 、罗致平

一起研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 推举钟敬文为筹备组组长、白寿彝为副组长。¹

至此, 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成功。

(五) 1982年~ 1983年中国民俗学的筹建

1982年 6月 12日, 钟敬文、杨成志、杨 、白寿彝、罗致平、马学良、刘魁立、张

紫晨、刘淑娟、王汝澜、梁木森、王文宝齐集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 召开中国民俗学会筹备会议, 讨论召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事宜, 成立筹委

会, 推举钟敬文为主任、白寿彝为副主任。º 会后容肇祖也加入了筹委会。王文宝草拟了

章程, » 编印了 5会刊6 和会员登记表。¼

杨成志、杨 之意让我担任学会成立后的秘书长, 这就是钟敬文先生几次被杨成志、

杨 先生催促成立中国民俗学会而不表态之症结所在。迨张紫晨调回了北师大, 又看到刘

结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且善于写报告, 才同意筹建中国民俗学会。

杨 是中国民俗学会发起最积极的一位, 除了叫我陪他乘公共汽车到钟敬文家呼吁以

外, 一直关心着学会的筹建工作。他在 1982年 11月 25日给王文宝的信中说: /今天遇见

马学良先生, 谈到民俗学会事, 很使我不安! 我想马上给您打电话, 但一查, 您的办公室

未留下电话号码! 故才写此短信。我想请您来一趟, 详细谈谈, 本星期日 (十一月二十八

日) 午前, 您能来否? 最好您能早来, 如有必要, 还可约请杨成志、马学良、罗致平等共

同谈谈, 您看如何?0 ½ 究竟出了什么事, 引起杨 先生的不安, 我已记不得了, 我想会

是与钟老和我有关。

1983年 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时的秘书处, 除了刘魁立、张紫晨、王文宝、王

汝澜、梁木森、刘淑娟这些筹委会成员外, 增加了李德芳、田小杭、陶立璠、程蔷、贺学

君。¾

周作人、江绍原欲成立中国民俗学会, 未成功; 顾颉刚欲成立中国民俗学会, 未成

功; 娄子匡、钟敬文等欲成立中国民俗学会, 成功了。这其中有着主客观的因素。周、江

的努力未成, 显然缺乏组织经验; 顾颉刚虽有广州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会的经验, 但后来

因与傅斯年不和及与其他人的矛盾离开了中山大学, 没有了组织和队伍, 形单势孤, 未能

把中山大学开辟的事业进一步做大。长期的社会动乱, 则是重要的客观阻力。而娄子匡却

能联合钟敬文、顾颉刚, 先后在杭州、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 实属不易, 可见其

组织能力之强。改革开放以后, 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 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俗学。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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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80年代, 在新老民俗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民俗学工作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 为各

地民俗学组织和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2003年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20周年, 广大民俗学工作者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认识到

必须发扬民主、加强集体领导, 才能有效地开展学会工作, 在冯骥才领衔的中国民间文化

遗产抢救工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补白] 鉴于有人对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组建中国民俗学会事不甚了解, 鉴于有

人将 1932年在杭州成立的 /中国民俗学会0 与 1930年成立的杭州民俗学会混为一谈, 鉴

于有人在纪念钟敬文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上追述七教授发起创建中国民俗学会时, 避而不

谈杨成志起关键作用之活动, 有失公允, 遭人侧目, 故应友人之邀特撰此文, 用事实说

话, 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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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f Lin Xia

Ma Zheng-hua
Abstract: Lin Xia has a dense populat ion w ith lim ited arable land, as the result the popu-

lat ion pr oblem is mor e and mo re serious. T he imbalance betw een populat ion and r 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abundant ly obvious. this art icle researches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populat ion gr ow th in Lin Xia and tries to f ind a way to so lve the populat ion

problem.

Key words: Population Problem of L in Xia; research;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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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 JinBang0 in

Modern Times of XingJiang

J ia X iu-hui
Abstract: / JinBang0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ercial history of x ing jiang in

moder n times. In the Qin Dynasty the army subdued the rebel fo rces of AGuBo. Jing-

Bang came into XingJiang in the form of / Commercial Fair0. The social uni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reated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 JinBang0.

The / Jin Bang0 commer cial act ivities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

the st rengthening of the ethnic unity, the resistance to the invasion of the fo reign econo-

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 moder nizat ion of Xin Jiang .

Key words: JinBang; modern t imes of Xing Jiang; the commercial act iv 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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