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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修订本）》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学的一部全面、系统的
理论专著，它给予了中国民俗文化一种理论上全新的解释模式。
该书将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一个透视点去了解整个社会形态，并从文化传统、学术观念、民间思潮、群
体心理、习俗积淀等不同层面，努力揭示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载体的中国民俗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全书共分为10章，它对民俗文化学的性质、任务、范围、社会功用、传播途径、行为方式、价值导向
、这门学科特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以及它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完整的、独到的见解，
并形成了有别于前人和传统的民俗文化理论体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作者简介

仲富兰，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
多年在上海新闻媒体工作，曾任上海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编；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
民俗学专家，著有《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
杂谈》、《中华风物探源》、《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中国通·风俗礼仪》、《十二生肖的故
事》、《风物考》、《上海街头弄口》和《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广播电视新闻
学》、《广播电视评论教程》等；主编有《国风》学术集刊、《文化寻根》、《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
生活变迁》和《上海史迹与风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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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修订本自序绪论  第一节  民俗学的发生历程  第二节  中国民俗学评析  第三节  兴起与发展：民俗文
化学  第四节  民俗文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第五节  走向新的综合  第六节  关于本书的篇章结构上编第
一章  本质与对象  第一节  揭示民俗的真正奥秘    民俗的起源    作为主体性的文化选择    选择导致民俗
文化的多样性    透视社会生活的广角镜  第二节  关于本质与定义的表述    “民俗”语源与中国人的译
述    众说歧出的“民俗”定义    民俗的基本问题    民俗定义及其文化属性    区别一般意义的特殊文化  
第三节  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判断研究对象的根据    对象是诸要素的系统联系    研究对象的中介性
质    寻求新的哲学基点  第四节  多维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民俗与文化基因    民俗与文化心态    民俗
与文化变迁    民俗与精神生活第二章  范围与任务  第一节  民俗文化学的本体结构    本体说略    学科基
石——本体构架    本体结构的研究“视角”    本体与应用    加强和发展应用研究  第二节  学科目标及其
衍化    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回顾    人与社会的统一    四大要素：生理、地理、物理、心理    诸要素的
衍化与整合  第三节  多重交叉而又独树一帜    本学科新的含义和特色    民俗文化的流向与辐射    交叉的
三大层面    相关学科述略(上)    相关学科述略(下)  第四节  融会古今与贯通现实    完善学术体系    阐释
现代价值    高扬中国气派第三章  性质与特征  第一节  决定性质的“土壤”和生态分析    地理与自然环
境    经济与生产方式    社会与制度组织    宗教文化与儒家礼制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四大性质    符号迁移 
  物化象征    复合隐喻    角色心理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五大特征    社会普同    信息共有    模式整合    乡缘
风土    贯通古今  第四节  中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人伦为本的社会准则    和合圆满的理念追求    积极
入世的务实态度    直观直觉的思维方式第四章  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点面结合的组合系统    民俗——富
有个性的文化事象    从“个体”到“模式”    民俗模式成因的外在结构    “场”理论与民俗组合系统  
第二节  隐显互动的复合形态    内核与外壳    意象与言象    心知与外化    思维与表征  第三节  微观领域
：调节人心的功能    心理认知    精神平衡    娱乐身心    审美感受    生命意识  第四节  宏观视野：规范世
道的功能    传统威严的“堆垒”    民间信仰的”图腾”    社会关系的“阀门”    民族个性的“标的”第
五章  类型与分类  第一节  民俗文化类型评估    原始混融    双向回流    神秘投影    区系渗透  第二节  分类
的实质：秩序与解释    对分类的定位    系统中心与整体研究    西哲阐述“文化”的启示    中国民俗文化
的“思想素材”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分类原则    民俗文化的基本类型    欧美日本学者对分类的探
索    当今通行之分类原则  第四节  民间知识共同体    一项基础性研究    分类还是交叉？
    民俗文化分类之我见下编第六章  发展与流变  第一节  超越主体的历史生成    本原意义的主体性    主
体意识与对象意识    民俗文化的主体心理分析    深层的心理躁动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内在冲突    民族同
化与风俗渗透    农耕稻作与游牧狩猎    群体效应与个体行为  第三节  交流与变异    交流与形式    蔓延与
回归    层次推进的张力    新观念的萌动  第四节  民俗流变是一个过程    从渐变到突变    从神圣到世俗    
从鲁朴到细微    从兴起到衰亡第七章  物态与崇拜  第一节  物质劳动与民俗文化    物质劳动观新说    农
业文明的璀璨成果    节气文化的产生意义    通向未来的历史记录  第二节  消费与民众的生存状态    生产
习俗的伴随物和对应物    生活习惯与消费差异    世相百态的人文展现    看不见的手和无声的调节  第三
节  民俗文化中的崇拜    生命的归宿    崇拜与无意识    精神偶像：天、神、人    现代迷信的根源  第四节 
由崇拜说到禁忌    禁忌之由来    趋吉避邪的“法术”    巫文化的遗风    迷信与俗信第八章  交感与积淀  
第一节  个体在民俗文化中的位置    个体是什么？
    “人欲”横流吗?    个体与社会    对“交往”作界定  第二节  突破个体生命的局限    “君子之交”的
哲学含义    人类交往的自觉意识    交往与馈赠礼俗    交往与社会结构  第三节  交感网络与制度习俗    ”
五缘”与社会繁盛    “认老乡”的文化意义    姓名文化与谱牒之学    家族与家教  第四节  对交往世俗流
弊的批判    小国寡民    平均主义    锁国心态    “刑礼相隔”第九章  传播与风行  第一节  人为载体的传
播方式    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    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    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    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    神
话传说的心理传播  第二节  等级森严的传播组织    家族祭祖    乡社立约    帮会行规    信仰聚会  第三节  
色彩斑斓的传播流向    古老媒体探源    语言在信息符号中的地位    空间中的扩播    时间上的递传  第四
节  力度受制的传播流程    从兴起到接受    扩散与回馈    市井散播和文化滤筛    习惯制涉和地域抗衡第
十章  行为与价值  第一节  难以磨灭的民族印痕    人格的塑造    心绪的情结    造物的象征    色彩的喜好    
吉祥的图腾  第二节  感染与模仿    群体感染    从众效应    东施效颦    美学理想  第三节  源远流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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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    原始价值观    文化核心论    易经术数学    “中和方圆说”  第四节  民俗文化的价值坐标    生生不
息    革故鼎新    不变求变    追寻真理主要参考书目后记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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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修订本)》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学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理论专
著，它给予了中国民俗文化一种理论上全新的解释模式。
该书将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一个透视点去了解整个社会形态，并从文化传统、学术观念、民间思潮、群
体心理、习俗积淀等不同层面，努力揭示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载体的中国民俗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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