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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的学术，不管什么学科，应该以营造尊重普通人、让普通人相互欣赏的知识条件为专业伦理的基
准线。
——题记我心中的民俗学就学术而言，民俗学是一门应该足够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应该让从业
者感到足够自由的学术。
要成为这样一门学科，民俗学应该是一门人文属性足够强，却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就学术政治而言，民俗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民俗学要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理解作为民主政体的权力根基的普通人；要通过“民”的
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理解“俗”的传承如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经济
的方式（也就是依托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方式）得到可以持续的再生产。
“民”在社会价值上不被尊重，一个社会不会有民主；“俗”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地位，这个共同体的
问题认同就会有问题，它的社会再生产也一定出问题。
重视“民”和“俗”的问题，是在重视共同体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就学科制度而言，民俗学应该是一门在教育和科研体制内有独立地位的学科，也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
一级学科。
学科设置要反映共同体对特定知识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民俗复兴的事
实，已经处于积极把民俗纳入国家文化定位的时代，所以让民俗学在一个一级学科的平台上发展，已
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简而言之，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它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研究共同体
延续的文化政治学。
民俗学的学术灵感和社会关怀都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它长期显得平凡、边缘的直接原因；但
是，在一个政治民主和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成为时代主题的社会，它必然属于主流，必
然处在公共领域的中心。
既然如此，它就应该很合理地得到各种人才和资源的配置，具有一级学科的地位。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民俗学正在成为这样一种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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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丙中民俗学论著的汇编，并附有户晓辉、刘晓春的延伸性论述。
    高丙中在1988年完成的《民间口头创作新探》借助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来
认识民间文学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提出民间文学只是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个特殊部分，由此获得超
出文学范围的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依据。
他在1991年完成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是熔铸民俗学150年的思想资料而撰写的理论民俗学著作。
该文首先以“民”和“俗”为焦点评述了民俗学基本理论的历史发展逻辑，继而阐明了以生活和整体
为取向的学术思想，然后将民俗学定位为以生活世界为观照对象的知识生产。
该文的立论为此后20年的民俗学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余下的其他论文大致都涉及民俗学路径对于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研究与关怀。
    以文化自觉和自我反思为条件的中国社会科学要以认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为己任。
民俗学界已有的探索只是一个迟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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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民”体现在《周刊》所收集的民俗材料上是具有了地域性的。
突出地域性。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爱好者所订的章程起了指导作用。
于1918年2月1日刊行在《北京大学日刊》第六十一号上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非常明
确地规定了一系列要求，以保证材料的地方特色不被抹杀。
这一简章后来被修改后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为题分别发表在1922年12月3日的
《晨报副镌》、12月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和12月17日创刊的《歌谣周刊》上。
这个修改稿同样列出一系列要求以保证民俗资料的地方风貌：第一，它说：“歌辞文俗，一仍其真，
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不可改为官话。
”地方话中凝聚着语言民俗的地方性，这一规定在载体方面维护了资料的地方性。
第二，它说：“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
”这是说应确定资料的流传区域，并标明。
第三，它说：“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词句，当注明其所以。
”这有利于促使人们在内容上保持作品的地方特色。
许多搜集者遵循上述简章的要求去采集口头文学，获得了一批批各呈异彩的作品或作品汇编。
例如，刘复从他的家乡（江苏江阴）的船夫口头收集的二十篇歌谣总称为“江阴船歌”（见1923年6
月24日第24期《歌谣周刊》）；顾颉刚1919年在老家苏州养病期间收集的歌谣被总称为“吴歌”；《
周刊》上发表的歌谣都标以地名，如“南阳歌谣”、“淮南情歌”、“直隶歌谣”、“昆明歌谣”等
。
按自然属性来区分的国民不仅被标以地域性，还被标以性别和长幼，例如有关妇女和儿童的民俗就特
别受重视。
《歌谣周刊》的“民”是某省、某市、某县、某个方言区的人，是某地的妇女，是某地的儿童。
当自然属性代表了人文特征时，它就被用作便利的标志。
在这个时候，政治性的阶级和阶层还没有被当作突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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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介绍了胡塞尔的大致界定，却没有能够专门就“生活世界”的
定义进行细致的讨论。
本书以“生活世界”为题，对于我们来说，把这个哲学概念与民俗学联系起来之后，怎么让它既是一
个有对象所指的，也是一个有社会意义和学科价值的概念，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针对民俗研究进行建
构的工作。
“生活世界”是吕微、户晓辉等一帮同仁和我在过去十多年里多次交流看法的议题，在2009年7月的一
次非正式讨论中，吕微说，参考倪梁康把生活世界品质归纳为非课题性、奠基性、主观相对性、直观
性，可以说“生活世界”是“普通人的蕴涵着（共同体）本源性文化价值的日常实践的基本领域”。
我想这样来表述，以便突出日常实践：生活世界是日常实践的领域，也是蕴涵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
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
我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民俗学的调查对象和服务对象，借助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形式与社
会心理的划分寻找民俗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结合途径，结合自己和他人的经验研究来讨论中国民俗
学的知识创新机会。
我在这上中下三篇里，一方面关心民俗学如何在中国当下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关心中国社会如何借
助民俗学的文化建设作用促进共同体的社会团结、奠定平民百姓在文化上被尊重的思想基础——总之
是力图把民俗学的可能性与一个民主的共同体的可能性结合成一体。
本书原来设想把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同仁的相关文章多纳入几篇作为生活世界议题的“申论”，
因为体例和篇幅等等的考虑，后来只把他们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
我从最初把民俗学与生活世界关联起来已经二十年了。
一路走来，我得到了众多前辈的提携与鼓励，其中，刘魁立先生把这种思考纳入民俗学的元理论范畴
来看待，刘铁梁先生把这个话题引入多个民俗学的领域。
我同辈的学人以及年轻的同道对我的思考多有发挥，其中，户晓辉博士、施爱东博士、陈金文博士直
率地提出了批评、补充。
我此刻回顾这二十年的经历，真切地感到民俗学队伍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熟人圈子，我对每一个朋友都
心怀感激！
因为有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才有动力提供这个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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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未名社科·民俗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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