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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7年，由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创立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首先举起
了中国民俗学的大旗。
他们创办《民俗》周刊、印行《中大民俗学丛书》、设置风俗物品陈列室、开办民俗学传习班。
这些活动，“不但开拓了中国民俗学的领域，在东亚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也是引人瞩目的。
日本的中国民俗学家直江广治博士，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中大民俗学会
的成立，中国民俗学走上科学的研究途径。
这话虽然有些溢美，但它证明中国现代这段学术史，在国际民俗学研究者们眼中所占的位置”（钟敬
文《60年的回顾》）。
　　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重要内容的《中大民俗学丛书》厚重的36本，不仅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有
着深远影响，而且享有世界声誉，在世界各地的大图书馆里，构成了馆藏珍本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研究扛鼎之作”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系列丛书，便是其中的重要研究
成果之一。
　　今天，《中大民俗学丛书》又有续文。
后人再写中国民俗学史的时候，《中大民俗学丛书》就不是36本了。
我们从第38本开始，好兆头，按照传统民俗的理念，又生又发，生机无限，兴旺发达！
然而，这只是我们的愿望与决心。
我们深知，先辈们为这36本书的编辑出版历尽了艰辛，顾颉刚先生为筹集经费四处张罗，钟敬文先生
因编发《吴歌乙集》被学校当局解聘⋯⋯当然，历史决不会简单地复归，每个轮回都包含着机遇和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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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深入研究《黄阁麒麟文化》，进一步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示黄阁的风貌并推动着经
济的发展，广州市番禺区黄阁镇、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三家联手编写《黄
阁麒麟文化》一书。
2001年底，感言明确了合作意向，2002年1月，联合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编委会以中大民俗中心相关研
究人员为主，在省民协和黄阁镇有关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黄阁麒麟
文化》的编写工作。
　　《黄阁麒麟文化》从麒麟舞这一具体的文化事象入手，尝试全方位展现麒麟文化的方方面面，希
望由此能对探讨古老的传统文化与当今的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这一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有所帮助。
此外，《黄阁麒麟文化》还对黄阁镇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全方位展
示黄阁的两个文明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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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麒麟形象的演变　　考察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的诸多麒麟形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
同的特征和气质。
它的演变基本上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朦胧美，两汉时期的古拙美，南北朝时期的
雄健美，逐渐过渡到明清时期的繁华美。
　　在尚未发现有麒麟图案的远古时期，从我国古文字中，“麒麟”又作“骐膦”，以“鹿”和“马
”为偏旁，可知最初古人假想的麒麟在外形上与鹿或马有相似之处。
汉砖上发现的麒麟图案仍与马和鹿相似。
汉以后，民间美术中的麒麟开始向龙靠拢：头部像龙；身躯似鹿，却长着龙鳞；还有的图画中的麒麟
尾带鳞片，脚下生火或口中吐火，称为“火麒麟”。
　　宋代的麒麟虽仍保持着鹿科动物的特征，但从其颈部鬃毛的飘拂，以及躯体麟片的刻画上，已日
益向龙形发展。
元代的麒麟则明显地龙形化了：头部呈马头形，而头部的装饰和明代龙的头部是一致的，连头部的鬃
毛也是前冲的，身躯上一般密布鳞片，马的蹄，四肢及身上有火焰披毛，色泽以青色为多，也有黄色
和绿色的。
　　及至清代的麒麟，龙形化特征得到进一步固定，形成了“龙头、麇身、马蹄、龙麟、狮尾”的艺
术形象。
麒麟变成鹿形的龙，除了蹄子像鹿，尾巴像狮和躯体比龙短外，其余皆和龙的形象一样。
因此，明清时期的麒麟，实际上可看做是一种变异的龙。
清代民间美术中的麒麟的龙形头部刻画繁复华美，图案趋向规范化、工整化，与前期的麒麟比较，已
失去了那种刚健豪迈的气势。
　　从麒麟形象在民间的整个演变过程来看，它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商代龙图案中的龙角，多为类似于长颈鹿角的菌状角，而这种角端有肉的角与古籍中所描述的麟角十
分相似，早就有人据此认为，长颈鹿即是古人所说的麒麟。
秦汉时期，龙有从蛇体向兽体转化的趋势，和后来的麒麟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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