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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将“体裁”理解为一种地方性、生活性
和实践性的叙事分类“概念”。
作者思考的问题是：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实现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对象）主体之问的有效对话，如
何在学术研究中“让”被研究对象自己的主体性得到“如其本然”的呈现。
由此，《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得出的若干结论可归结为一个基本判
断：从生活的层面看，燕家台村的“拉家”作为日常叙事的“体裁”概念在本质上是民众对正在自我
实践着的、自由的生活形式的“命名的努力”。
民众绝非丧失（价值）判断力的社会成员，他们正在毫无障碍地处理日常琐事，以自然的生活方式亲
自构成和维持日常（道德）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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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西村真志叶 编者：朝戈金西村真志叶,1977年生，日本国鸟取县米子市人，中国民俗学会
会员，日本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1996年始，先后在青岛大学医学部、文学部学习，200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所，200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兼
任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2008年结束研究工作回到日本。
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民俗学理论、民间文学体裁学、故事学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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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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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体裁的三种批评二  写作目的与研究对象（一）写作目的（二）研究对象三  理论与研究方
法（一）常人方法论（二）会话分析四  资料说明（一）文献资料（二）声音资料五  主要术语简释（
一）拉家（Lajia）（二）日常叙事（三）体裁（Genre）（四）其他术语第一章  从体裁学到体裁研究
一  体裁学的研究概况与问题的指出（一）体裁概念的经验性理解（二）体裁系统的确立与失效（三
）走向两极的体裁特征研究二  体裁研究的研究模式与努力方向（一）从体裁学到体裁研究（二）体
裁研究的四种研究模式（三）体裁研究的努力方向小结第二章  回到田野——燕家台人的生活世界一  
燕家台的空间框架（一）位于“山里头”的燕家台（二）“山里头”与“山外头”的区分（三）村内
与村外的区分（四）燕家台人与外界之间的接触二  作为“乡土”的燕家台（一）传说中的燕家台（
二）个人经历中的燕家台三  燕家台人的生活现场（一）“现在这候儿”的燕家台（二）燕家台人的
山里生活小结第三章  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位相——燕家台人眼中的拉家一  燕家台人的拉家概念
（一）基本分析工具的导入——非拉家（二）拉家的概念外延（三）拉家的概念内涵二  拉家概念在
日常生活中的位相（一）拉家场地在燕家台的布局（二）拉家在日常节奏中的安排（三）拉家群体与
成员类型小结第四章  体裁的实践——拉家的开始展开结束一  拉家的开始（一）相遇（二）“打招呼
”（三）拉家的空间及其操作二  拉家的展开（一）话语角色与话轮替换（二）话题的组织方式三  拉
家的结束（一）可结束标志及其运作（二）拉家的结束环节小结第五章  互动中的体裁——拉家与非
拉家“调查”一  体裁的距离：燕家台人与“公安局”的“调查”（一）非拉家的标志化（二）体裁
概念的习得与生成（三）从“调查”到拉家（四）体裁的距离二  体裁的界限：燕家台人与“电视台
的”的“调查”（一）“被调查者”的筛选（二）不被允许的拉家（三）秩序的分裂（四）体裁之间
的界限三  体裁的区分：燕家台人与“搞民俗的”的“调查”（一）角色的模糊化（二）对知识结构
差异的隐藏与暴露（三）“哥儿们”（四）从“调查”到拉家（五）体裁的区分依据与日常话语秩序
小结结语一  体裁研究是什么二  “民间社会”的重新定位三  对体裁的再认识四  从科学概念到日常概
念五  回顾与展望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资料一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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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以上统计结果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燕家台人有关拉家与非拉家的分类感
觉。
如被提问的70位男性中老年燕家台人中，有94%认为“聊天儿”与拉家同样，却无人认为“广播”与
拉家同样。
这意味着，“聊天儿”与拉家在男性中老年燕家台人的分类感觉中是十分接近的体裁，而且他们意识
到，即使用“聊天儿”来取代拉家一词也不会出现严重的交流障碍；同样，在男性中老年燕家台人的
分类感觉中，“广播”与拉家之间存在较大距离，而且他们还意识到，由于这两种不同名称的体裁一
般不可能混淆在一起，假设用“广播”来取代拉家一词，他们与别人之间的交流难免出现混乱。
亦即，在不同年龄与性别层次的燕家台人的分类感觉中，拉家与各种非拉家之间分别保持着被认为适
当的距离。
换而言之，拉家与非拉家根据燕家台人对拉家的共同理解，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关系性。
彩图5为不同年龄与性别层次的燕家台人，根据有关拉家的共同理解而组织的拉家与非拉家之间的关
系性示意图。
图中最中心的圆圈表示，被提问者在被提问与解答的过程中始终放在中心位置的拉家。
在中心圆圈外边的圆圈表示非拉家与拉家在燕家台人的分类感觉中所保持的距离。
各种非拉家根据燕家台人的共同理解，在其中可以获取与之相应的位置。
从里到外依次指示：将其认同于拉家者的人数占总数80%以上的非拉家、将其认同于拉家者的人数占
总数79.9 %-60%以上的非拉家、将其认同于拉家者的人数占总数59.9 %-40%以上的非拉家、将其认同
于拉家者的人数占总数39.9 %-20%以上的非拉家、将其认同于拉家者的人数不到总数20%的非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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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村真志叶在北京郊区的燕家台做调查，选择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在一百多年里做出了最骄人的
学术成就也是最具挑战的“体裁”作为议题，以非常详备的细节记录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拉
家”这说话方式，讨论“拉家”是否是一种体裁，如何（对谁而言）是一种体裁，并由此讨论民俗学
关于体裁的知识论大问题。
她的学术成就把国内民俗学人才培养所积累的东西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发现了新的体裁和体裁概念，更
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出色结合，展现出完整而自由的民众主体及其生活世界，显示了民俗学研究大
有可为的发展方向。
　　——户晓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在一个精深的民族志的基础上，作者着手反思民俗
学／民间文艺学的体裁研究传统。
她认为，与传统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体裁研究不同，被研究者主体应该重新定义为可以对话的“
研究对象”，这是她所倡导的体裁研究的前提，只要我们回到田野聆听被研究者主体有关体裁的话语
，便可以发现，体裁以符合被研究者主体理解体裁概念的方式，被编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西村真志叶的研究发现，那些为学术共同体内部认同的体裁分类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概念，他
们所做的，只是检讨与重新界定体裁概念，把“民间社会”的嗣常概念提炼为一种合理的、能够包容
各种现象的、“学者们”的科学概念，但这种概念最终还是导致了“学者们”的体裁分类与“民间社
会”的知识分类体系之间的脱节。
她的这篇论文的所有努力，就是试图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运用日常生活的知识分类，反思民俗学／
民间文艺学的科学概念体系，而最终是为了更好的“回到事实本身”。
　　——刘晓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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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将京西——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燕家台村
的日常叙事“拉家”作为个案，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分析地方体裁在特定地域中的理解、实践以及运
作过程。
按照张紫晨的学科构思，《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属于民间文艺学原
理的一支——体裁学的研究范畴。
《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地方体裁的分析，也不
是为体裁学添加新的个案，而是解构与重构传统的体裁学。
换言之，《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通过一种被现有知识体系抛弃的地
方体裁，在反思传统体裁学的同时，努力走向新的体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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