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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一段行程上，尽管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或一时的后退，但它植根于民间，它的生命力一直是旺盛
的。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作为民间传承的一部分，跟民间文艺同样地繁荣滋长。
有些地方成立了民俗学学术团体，特别是1983年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许多地区民俗学
会和民俗社团相继建立，民俗的调查研究风起云涌，民俗学书刊不断地出版，不少大专院校和讲习班
已开设民俗学课程和讲座，培养出大批中青年民俗学调查研究者。
在新形势下，喜看人才辈出。
民俗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行进。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每个民族传承下来的习俗，而传承习俗与民族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社会
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是多学科性质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内。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除了文献记录的资料外，民间实际生活中的口头传承，应为研究的第一位
资料，这是由我国各民族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而有传统通用文字的却很
少，因而许多风俗习惯除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传承习俗大多是靠口头传承的。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广，一般地说是大分散小聚居。
如苗族分布在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海南等7个省区。
而跨国界的民族也较多，从西北的新疆到东北与苏联接壤，西南与缅甸、老挝等，也就是与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相接。
我国的5个民族自治区和29个自治州，也不是单一民族的自治区域，而是民族杂居区。
越是杂居地区，他们的风俗就越是互相影响。
我们了解民族的这些特点，研究各民族的风俗就有了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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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编，共十章。
上编四章，第一章描述了民俗学的概念、范围和这一学科所承担的任务。
第二章探讨了民俗的基本特征和分类。
了解它对识别民俗事象，调查与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章论述了民俗的社会功能和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及
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从这种横向的联系比较中，读者可更准确地了解民俗学的性质和民俗的文化史价值。
第四章讨论了民俗学方法论的诸问题。
方法论与基本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和技术；介绍了田野作业，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的具体运用。
本来在上编中还应有一章“民俗学发展史”，因考虑到它并非民俗学基础理论，作为史将来由民俗学
史家去研究，所以放弃了写作。
　　下编六章，分类介绍了物质民俗（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等民俗）、社会民俗（家族、
亲族、村落、民间组织、岁时、人生仪礼等民俗）、精神民俗（巫术、宗教、信仰、禁忌、民间文学
、游艺竞技等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规律及各类民俗的表现特征。
从介绍中读者可以看到，描述某一类民俗事象，既有实践问题，又有理论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密切联
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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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立璠教授：1938年生，甘肃省兰州市人。
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任：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网站主持、中央民族大学
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大辞海》编委。
专业方向：　　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主要著作：《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1985）、《民俗学概论》（1987）、《神秘新奇的世界——
民族民俗审美谈》（1997）。
《民俗学概论》被翻译成日文和韩国文出版。
与他人合作完成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著作20多种，论文多篇，主编大型民俗志丛书《中国民俗大系》
（3l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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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丧葬仪礼　　一、死者安葬方式及其分类　　二、葬俗的民俗表现　　三、丧葬仪礼的改革第
十章　精神民俗　第一节　巫术及其民俗　　一、巫术的形成和发展　　二、巫术的种类和表现　　
三、巫师在巫术传承中的作用　第二节　宗教、信仰民俗　　一、民俗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二、民
俗宗教的表现形式　　三、民俗宗教的特征　第三节　民间禁忌　　一、民间禁忌的含义　　二、禁
忌的分类第十一章　口承语言民俗及其他　第一节　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文学　第二节　口承语言民
俗的分类和研究　第三节　民间游艺民俗　　一、音乐、舞蹈民俗　　二、竞技、游戏民俗　　三、
民间工艺民俗参考书目人物及名词术语索引初版后记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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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上一节主要讲了民俗学方法论，也就是一般现代科学中称为
“方法论”的问题。
懂得“方法论”，就懂得了用什么样的思想来组织民俗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也可以预见运用某种方法
所得的结果。
　　以往讲到方法论时，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总
体指导思想，也是总体方法论，它对民俗学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
另外，作为民俗学学科本身，还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且这些基本方法，构成民俗学研究的生
动活泼的局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掌握了民俗学的总体方法论，对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好理解
了。
　　一、田野作业法　　民俗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它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一样，在研究方法上，都强调实地考察，亲自积累研究资料，而
且这种资料越多越好。
民俗学者应把民俗资料的调查和搜集，作为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学中，把这种深人实地考察，直接采集民俗资料的方法，叫“田野作业法”或“直接观察法”。
　　田野作业法，顾名思义是提倡和鼓励民俗学工作者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向社会，具体来说是向
所研究的对象——民俗事象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田野作业法的采用，是由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民俗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民俗学研究是以现在仍在民间传承的民俗事象为出发点的。
文献中保存的民俗资料，是过去的人们调查、搜集和记载的。
它们所反映的是历史的民俗事象，是第二手的历史民俗资料。
现代人搜集的民俗资料，只要不是研究者本人的调查所得，也是第二手的资料。
根据历史的文献资料和他人调查的资料也可以进行民俗学的研究。
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民族、所有地区的民俗事象都作调查。
借用他人的科学调查资料，是允许的。
但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又不能满足于这些资料，他还必须对一些民俗事象作专题调查，因为专题调查
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更重要的是增加研究者对某一民族民俗生活的感性知识。
这种感性知识，对分析、综合别人和自己调查所得的资料是至关重要的。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民俗是一种活着的文化现象，任何文字记叙，甚至现代化的声像设备也不
能尽其完美，何况有些属于民族心理和许多民族特点的东西，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
　　田野作业法，是民俗学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
它既可获得忠实可靠的资料，又可以修正补充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学工作者，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调查，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在
获得大量的民族学资料的同时，也对诸多民俗事象作了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俗资料。
但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干扰，民俗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所以专门的有关民俗学的调
查并没在许多地区普遍展开。
为了适应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并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打下厚实的资料基础，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
民俗学工作者，对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俗开展普查。
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是培养民俗学工作队伍和理论队伍的极其重要的措
施。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编纂大型文艺集成，中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
协会，联合组织全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进行了全国性的
普查，获得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民俗和民间文学资料，汇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
成》、《民间谚语集成》。
这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历时近20年，动员了将近200万人次参加普查，它的成果是90多卷（每
卷120万字）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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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又启动了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对民俗文化进行普查，同时要建立中国自
己的民间文化遗产名录，意义非常深远。
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研究的生命线，应该相信，在民俗普查的基础上，中国民俗学研究必将产
生新的研究成果。
　　二、历史研究法　　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也是一门“历史之学”。
民俗学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
所谓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的纵的历史联系。
　　历史研究法，是许多学者早就采用了的。
在民族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survivals）分析方法。
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历史文化现象。
可以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19世纪的许多学派，如神话学派、仪式学派和进化人类学派等，曾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和人类
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民俗现象，而且大都是把民俗作为文化“遗留物”来对待。
19世纪晚期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方法形成，这时民俗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才有了自己的一套科学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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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是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讲授《民俗学概论》课程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
度的民俗学爱好者的人门教程。
编写它，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民俗学事业从桎梏中解放出来。
民俗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将中国各民族民俗的调查、采集、出版、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民俗学研究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巨大
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教育方式，在高等学校传授有关民俗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培养研究人才，
显得十分必要。
所以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背景，引导学生
和读者对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由于我对这一特殊课题的理解实在有限，所以在体系的构想和理论的阐述上仍是不成熟的。
　　本书分上下两编，共十章。
上编四章，第一章描述了民俗学的概念、范围和这一学科所承担的任务。
第二章探讨了民俗的基本特征和分类。
了解它对识别民俗事象，调查与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章论述了民俗的社会功能和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及
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从这种横向的联系比较中，读者可更准确地了解民俗学的性质和民俗的文化史价值。
第四章讨论了民俗学方法论的诸问题。
方法论与基本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和技术；介绍了田野作业，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的具体运用。
本来在上编中还应有一章“民俗学发展史”，因考虑到它并非民俗学基础理论，作为史将来由民俗学
史家去研究，所以放弃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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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民俗学知识和理论的经典教材。
　　理论框架严谨，民俗资料丰赡，各类民俗事象的内部发展规律与逻辑联系的分析观点与资料紧密
结合。
　　选配了一百多幅民俗图表；并附索引。
　　惟一被日本、韩国翻译出版的高等院校中国民俗学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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