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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评《山东省志
·

民俗志》(二 )

简评《山东省志
·

民俗志》

乌丙安

1卯8 年 8 月初盛夏
,

从青岛海洋民俗文化学

术会议上返 回辽 宁沈阳后
,

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暑

假刚刚开始的几天
,

通读了新得到的《山东省 志
·

民俗志》一书
。

读后合卷
,

顿觉长 了很多知识
。

才

发现齐鲁文化的根原来有如此厚实的传统 民俗文

化积层
。

同时
,

由于多年来在东北 民俗文化圈中

较多地关注 了山东移民文化对关外原住民深刻影

响的事象
,

所以读起来别有一番亲切感和贴近感
。

甚至从关外地域文化的视 角出发
,

颇有一些寻
“
根

”

的感受
。

众所周知
,

民俗志的建立是民俗学的前提条

件
,

民俗志也是民俗学发展的基础
。

我作为民俗

学专业研究者
,

除了靠自身从事 田野作业
,

以民俗

志的方法客观地采集民族的
、

地方的民俗资料
,

做

我研究民俗理论的第一手实证外
,

在许多方面还

要依靠半个世纪以前的旧地方志中的民俗材料做

辅助材料
。

但是
,

由于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地方史

志对于民俗多有曲解误记
,

也给民俗学的研究造

成麻烦
,

有时也会因此得出谬误的判断和结论
。

自从 20 年前民俗学从极
“

左
”

的窒息中复苏

以来
,

以钟敬文教授为首的老一辈民俗学开创者

及中青年的后起之秀
,

几乎不间断地同声提出全

国范围内建立民俗志的迫切呼吁
。

经过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组织
,

投人相应的财力
,

动员了各省
、

市
、

区的民俗学者和专家
,

形成一支专业队伍
,

运用科

学的方法采录
、

编辑
,

终于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了

省级
、

市级和县级的民俗志书
。

仅就我已经读过

的省级民俗志
,

就有山西省
、

河南省和这部山东省

的民俗志三大卷
。

民俗志的先后问世
,

无疑地给

全国 民俗学的研究和全面建立中国民俗学体系创

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可 以预见在走向 21 世纪

过程中的我国民俗学
,

必将出现一个空前繁荣发

展的新局而
。

《山东省志
·

民俗志》的内容丰富多彩
,

较为严

格地 以当代现存 的本土风俗事象为基干
,

同时兼

顾旧俗传承的某些方面
,

保持了地方风俗志的继

承与革新的连续性
。

同时
,

为了增强本志的科学

性
,

对某些风俗的来历也做了风俗史的源流叙说
。

通览全书
,

坚持实事求是的撰志原则及严肃的历

史主义态度都鲜明地表现在全志的字里行间
。

因

此
,

这部包容了山东全省 民俗的志书就具备了省

区地城民俗文化的代表性
。

同时在保持其客观
J

性
、

稳定性方面也有其典型性
,

可以认定为一部传

世的好志书
。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

这部志书采用 了科学的

田野作业方法
,

以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

标准
,

去伪存真
,

去粗取精
。

最后从 70 多个市县

多如牛毛的风俗素材中
,

优选了有代表性的资料
,

用 以勾画出山东水土山东人 的民俗性格和形象
。

可以认定这是一部成功的好志书
。

凡从事过民俗田野作业的人都知道
,

对民俗

个案的调查越细越能够揭示 民俗本质
,

然而作为

全省的风俗志表述
,

又不可能罗列出成千上 万的

个案个例写出繁杂琐碎的大观事典来
。

我认为这

部民俗志的的编纂优点恰在于此
,

既 不杂乱而无

章
,

又不鸟瞰而笼统模糊
,

可见其编纂手法之高明

了
。

最后
,

在 目前条件下
,

本志书在处理 良俗与陋

俗的比例上
,

也较为得体
。

志书的存在价值在于

它的精神文明属性及民俗文化导向的意义
。

它不

可能为某些特殊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自然主义的

奇风异俗和恶俗陋习材料
。

客观真实的原则不意

味着去搜取俗的阴暗面
。

在当代中国尤其如此
。

至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某些专项作业要求
,

则另

当别论
。

附带再说一句
:

本志书最后的民俗科学志的

撰写并放在民俗志卷中
,

而不是放在全省社会科

学志卷下
,

倒是一桩新鲜事
,

也是一件好事
。

至少

看到了山东民俗幕后的民俗科学工作者是怎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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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民俗学的
,

这个特色可 以作为经验供兄弟省市

编志的借鉴
。

(作者系辽宁大学中文 系教授
、

中国民俗学会

副理事长 )

新民俗志叙事方法的范例

— 我读 《山 东省志
·

民俗志》

柯 杨

民间风俗的记述
,

在我国历代方志 中早就有

了
,

但因受传统志书编纂宗旨和体例的局限
,

大都

语焉不详
,

过 于简略
,

使其 史料价值大为逊色
。

改

革开放以来
,

由于政治的开明
、

经济的腾飞
、

社会

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
,

多民族生 活文 化和 乡土文

化的研究
,

越来越显示出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中的巨大作用
,

于是
,

重新编纂符合现代学理要

求的
、

高质量的地域性民俗志
,

就成 了时代的呼

声
,

学界的希望
。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

山东的学者

们抓住 了盛世修志的大好机遇
,

凭借他们长期以

来 田野作业的丰富积累和对事业 的极大热忱
,

于

199 6年编纂出版了 30 余万言
、

厚达 520 多页 的

老山东省志
·

民俗志 》
。

我完全同意许多民俗学家对这部《民俗志》特
色的肯定性评价

,

如它的科学性
、

全而性
、

翔实性
、

时代性
、

可读性等等
。

而这些特色的形成
,

与编纂

者们对现代志书叙事原则的准确把握和表述方式

的灵活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

应当加 以认真研究
。

我觉得
,

《山东省志
·

民俗志》的叙事原则和表达方

式
,

主要有 以下 几个特点
:

一
、

重视背景介绍
,

点明 民俗因由
。

一切民俗

事象的产生
、

演化与变异
,

不是孤立的
、

偶然的
,

总

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

山东 《民俗志》的优点之

一
,

就在于比较重视 自然环境
、

生产方式
、

历史文

化
、

宗教信仰
、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等背景因素对

风俗形成和变异的影响
,

在有关的章节里
,

用简炼

的笔墨予 以说明
。

如饮食民俗章对鲁菜渊源的简

介
,

居住民俗章对各地草房所苫草类因地制宜
、

就

地取材的说明等
,

既讲清了事实
,

又交待了背景
,

使读者一 目了然
,

印象清晰
。

二
、

古今结合
,

略古详今
。

民俗志中每一项风

俗的叙述
,

既要 以少量笔墨阐明其历史的脉络以

揭示其传承性
,

更要详述现代民俗事象以体现其

时代性
。

因此
,

略古详今就显得十分必要
。

山东

1oo

《民俗志》较好地贯彻 了这一 原则
。

当然
,

整体上

略古详今
,

并不排除个别章节为说明部分传统习

俗而较多地引用史料
,

如在
“

家族与家庭
”

一节中
,

七处引用旧志资料以说明家产
、

分家
、

家祭等传统

习俗以便与新俗作 比较
,

也是有必要的
。

至于 目

前仍在流传的许多风俗
,

撰写者们大都采用直接

叙述的方法以突出其时代特征
。

三
、

以叙为主
,

偶有议论
。

一般来说
,

志书的

编纂
,

以尽最客观地叙述事实为准
、

以议论过多为

疵
。

山东《民俗志》也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原则
。

即使偶有所议
,

亦属必要
。

为对冥婚的现状
,

只用
“

此俗虽陋现仍未绝
”

一句话加以概括
,

对寡妇改

嫁习俗的演变则用
“

现在情况大变
,

改嫁不仅受到

法律保护
,

而且群众习俗也已不为非
”

这段话加以

小议
,

可谓惜墨 如金
,

褒贬得当
。

四
、

突 出特色
,

详述细描
。

山东《民俗志》最值

得称道的一点
,

就是略共性而详个性
,

略一般而详

特色
。

对于最具地方特点的礼仪顺序
、

工艺流程
、

活动始末等
,

均采用浓笔重彩的手法
,

淋漓尽致地

加以表述
,

使其细节凸显
,

过程清晰
。

如生产民俗

章的水产品和龙 口粉丝的加工
,

饮食民俗章多种

面食的制作
,

以及许多章节中对孔府有关习俗的

描写等均属此类
。

五
、

寓情于叙
,

趣味盎然
。

从全书可 以体会

到
,

山东《民俗志》的编纂者们热爱自己的乡土
,

钟

情于优秀的民间文化
,

在对各种良俗的叙述中
,

充

满着激情和爱意
,

娓娓道来
,

如数家珍
,

或引用恰

当的史料以溯其根源
,

或选用生动的谣谚以证其

影响
,

寓浓烈的情感于详尽的叙事之中
,

使读者兴

味盎然
,

这正是它可读性很强的一个原因
。

总之
,

我认为山东《民俗志》在叙事方法上是

一个成功的范例
,

值得全国各地民俗志撰写者们

学习
。

(作者 系兰州大学中文 系教投
、

中国民俗学会

副理事长 )

山东人民文化历史的绚丽画卷

—
读《山 东省志

·

民俗志 》有感

陈勤建

打开《山东省志
·

民俗志》
,

一轴人民文化的历

史长卷映人眼帘
,

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
、

洋溢着浓

郁乡土气息风俗画卷— 清明上河图
,

令人陶醉
。



80 年代初
,

华东师大外办要我接待来访 的欧 传承性生 活文化—
民俗志

,

有系统地记录下来
,

洲文化论丛主编
、

德国的缪勒教授
,

与之进行学术 这对民俗志的撰写带来极大的不便
。

山东民俗志

交流
。

话匣子启开后
,

教授
“

先礼后兵
”

向我提出 的主编
、

编委们
,

明知山有虎
,

偏向虎山行
。

为搞

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 “

中国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 义 好民俗志
,

他们突破传统治史方法的藩篱
,

深人到

国家
,

按理人民 当家作主
,

人 民的地位最高
。

但 民众
,

先搞田野作业
,

采撷民风后
,

然后再编写
,

工

是
,

为什么
,

你们的舞台上和文献中
,

多的却是
`

帝 作之艰辛
,

远在于一般治史之 上
。

正 因为有这样

王将相
’

的东西
,

真正人民的文化艺术
,

譬如说民 的投人
,

才会有今天民俗志的硕果
。

俗
、

民间 (人民 )艺术倒反而没地位 ? 你们的领导 民俗志体例的编写
,

儿 乎无章可 依
。

山东 民

似乎也不重视这个问题
。

我们西方是资本主 义国 俗志在实地调查基础上
,

紧扣民众传承生 活文化

家
,

按你们的说法
,

是资产阶级当权的
,

但我们从 的实际
,

建构篇
、

章
、

节
,

颇为科学
、

新颖
门

如生产

印 年代开始在重新寻找和修复人民 的历史文化 贸易交通民俗
、

家族社 区民俗
、

民间游艺 民俗等

和文艺 … …
” 。

一席问话
,

犹如大海的浪涛
,

在我 等
,

常有发前人未所发的见解融人其间
,

象柞蚕的

胸中翻滚
。

我最终镇定下去
,

以我在上海民间文 生产习俗
,

与江南的蚕桑习俗相比
,

显出独特的地

艺家协会和《采风报》的工作为例
,

给了他一个较 域风韵和 民众的智慧
。

为满意的答复
,

然 而
,

平心而论
,

我自感我的论据 山东 民俗的原型是东夷文化的传承
。

然而
,

是不充分的
,

何况
,

在我们国家真正表述人民文化 在历史的发展中
,

南部良诸文化的北上
,

西部周部

艺术的历史文献在哪里 ? 今天
,

我可 以 自豪地说
,

落文化的东移
,

使它一直处在中国南北
、

东西文化

在这里
,

山东省 民俗志 就是一部真正汇集凝聚 了 的交汇点上
,

不仅有齐鲁民俗同而异的差别
,

也有

齐鲁人民数千年自身文化的历史画册
。

各省市都 各地域民俗的杂色渗透其间
,

从而形成了山东民

以此为楷模
,

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华民族人民的文 俗特有的风姿
。

本书在编写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一

化历史就可 以如宝塔耸立在世界人民文化历史之 些问题
,

充分展示了编辑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求

林
。

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山东 民俗
,

理所 实的科学精神
,

正因为有 了他们
,

才使我们有眼

当然地成为这座宝塔的塔顶
。

福
,

饱览了山东人 民文化历 史的画卷
。

这也是山

传统治史
,

要 以 已有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去 汇 东人民的幸运
。

集
、

提炼
。

官方
、

帝王将相们的活动有所记录
,

历 (作者系华东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上海《采

史无形以他们为主 阐述
。

广大的民众
,

虽然千万 风月刊》主编 )

年来生 于斯
,

长 于斯
,

但极少有人将他们长期以来
.
人、 声 、 产、 声、

.

丫人 、 人丫人、
. 、 人

.

气 . 今、 六丫人 、 月、 声 、 产 、 峨 、 .

、 人丫
.

、 产 、 人
.产、 尸气丫人丫

`

、 声、 产丫
. 、 .

、
.

、
声、 声 、 产、 声丫

八、
.

、 人

信 息
·

,

98 《金瓶梅》枚食文 化研衬 会雇济南咨开

由山东省民俗学会和山东省鲁菜研究会共同

主办的
’

9s(( 金瓶梅》饮食文化研讨会
,

1卯 8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在济南市东方大厦召开
。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
,

它被看

作是反映晚明时期民众生活的社会风俗画卷
。

这

次研讨会是国内首次召开 《金瓶梅》饮食文化方面

的专题研讨会
,

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

研讨会的论文 比较全面的探讨了《金瓶梅》所反映

的饮食事象
、

文化内涵及其开发应用价值
。

这次

研讨会的论文集《<金瓶梅 )酒食文化研究》
,

在会

前已经正式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

来自国内 7 个省市的 巧O 多位专家学者和餐

饮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

山东省的

老领导林萍
,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

德龙
,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著名作家张炜
、

左

建明
,

山东电视台党委书记曾兆明
,

山东艺术学院

副院长张志民
,

山东省 民俗学会会长李万鹏
,

山东

省鲁菜研究会会长王兴兰
,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叶涛
,

以及著名学者
、

作家
、

书画家袁

世硕
、

宋遂良
、

刘玉 堂
、

张廉明
、

关天 相
、

单应桂等

出席了研讨会
。

这次研讨活动得到了山东景阳岗酒业有限公

司的赞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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