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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欧民间文化研究(1972-2010)》分年度介绍，行文中的时间表述均以被介绍年度为出发点）在这些
貌似散乱的“大事记”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40年来北欧民俗学连贯的“学术谱系”与“问题
意识”，其中反映了北欧乃至国际民俗学界的困境、挑战、机遇与愿景。
因此，《北欧民间文化研究(1972-2010)》虽然只能提供一些信息材料，但是，它也许可以帮助像我一
样在学习民俗学的过程当中充满困惑的同学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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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从劳里·航柯主持北欧民俗学协会谈起 第一章 北欧民俗学研究的新取向（1972—1981） 一、北
欧民俗学协会的新定位（1972年） 二、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几项成果（1973年） 三、北欧民俗学传统的
延续与来自新大陆的新气息（1974年） 四、欧洲民俗学的核心议题（1975年） 五、北欧民俗学学科体
系的建构（1976年）  六、民众诗歌与民间医药的研究成果（1977年） 七、“交流”成为北欧民俗学的
关键词（1978年） 八、北欧诸国的民俗及其民族国家的建构（1979年） 九、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
人类学（1980年） 十、传统研究的研究传统（1981年） 第二章 保护民俗（1982—1990） 一、叙述、认
同与类型（1982年） 二、北欧民俗研究的新路径、新起点与新任务（1983年） 三、寻找民俗的意义
（1984年） 四、《卡列瓦拉》研究150周年（1985年） 五、中芬三江联合考察（1986年） 六、“民俗
保护”的国际协作与规划（1987年） 七、民俗与社会现实（1988年） 八、“民俗保护”意见的最终文
本（1989年） 九、北欧民俗学协会的生存危机（1990年） 第三章 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1—2010） 
一、民俗过程：第1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1年） 二、民间叙事与世界观（1992年） 三、民俗过
程中的传统与革新：第2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3年） 四、时间与空间中的界限（1994年） 五、
传统与冲突的认同：第3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5年） 六、北欧民俗学协会走向终结（1996年） 
七、传统、地方性与多元文化的进程：第4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7年） 八、认知与思维：北欧
民俗学研究的新方向（1998年） 九、口头传统中的变异与文本化：第5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9年
） 十、回到“文本”：千禧年的民俗学反思（2000年） 十一、爱沙尼亚民俗研究的崛起（2001年） 十
二、记忆、回忆与创造性：第6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2002—2003） 十三、历史与实践：当代民俗研
究的多面性（2004年） 十四、民间叙事的理论与当代实践（2005年） 十五、全球化与传统的更新
（2006年） 十六、口头诗歌与田野作业：第7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2007年） 十七、表征与传播：
口头传统的文本化（2008年） 十八、不同的研究历史：国际民俗学的多元化走向（2009年） 十九、“
新民俗学”之后：第8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2010年） 结语 “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译名对照表
（人名、机构和组织名、期刊名）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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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交流”成为北欧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词 1978年6月12日至6月15日，第21届北欧民族学与民
俗学大会在瑞典高特兰岛召开，来自北欧五国的170位民族学家与民俗学家一起讨论“文化交流”或者
文化研究的“交流”的问题。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套共同的符码，民族学家的任务，部分地是去解释这些文化的符号，部分地是去
研究交流者交流的能力。
交流的困难是因为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缺乏共同的参照框架。
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群体或者不同的年代。
符号可以是口头的与非口头的，交流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含蓄的。
通过文化化与社会化，我们习得交流的规则、符号与象征，反过来，交流则是规则、价值与态度的表
达。
符码的选择与习得一门语言一样重要。
与一种文化的“清晰的”语言一道，在亚文化当中还有文化交流的规则，它们只是内在地被应用，为
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套获得地位与融人群体的手段。
 交流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性工具，有助于民族学家与民俗学家以一种全新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现象。
但是，交流研究对于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结果是什么呢？
交流是共时的同时也是历时的，交流的方法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学将会丧失其历史的维度，但却意味
着民族学变得更加亲近于社会指向，既然交流总是发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当中。
交流在前工业的与现代的文化之间建立了关联，在民族学与民俗学之间建立了关联，并为跨学科的合
作打开了门户。
其主要的优势是迫使学者们把文化与个人联系起来看待，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由此可以获得一种人
类学的综合。
 交流研究给予田野工作以新的洞察力。
文化交流的研究导向关注与社会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此前似乎无关的材料由此获得了相关性。
交流的研究也会使民族学的发现在展览当中公开化。
 大会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一、交流：作为一个过程。
二、事物：作为象征（民族学分会）。
故事讲述：作为文化的交流（民俗学分会）。
三、环境当中的交流。
 （1）交流：作为一个过程 ①象征性的语言与大众交流 与会者认为，所有语言都是象征性的语言。
但是，民族学家所谓的“语言”指的是被限定的语言，即符号学与语义学意义上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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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欧民间文化研究(1972-2010)》是一部“译介”与“述评”性质的著作，是对1972年至2010年之间
北欧民俗学界“大事记”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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