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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指出，现代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它的研究往往为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和新媒体利用
形式所困扰，它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文化学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这导致难以概括现代
民间文艺学的具体内容、详细程度和学科价值，但把它看成是任何别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都是不合
适的，它的研究，要求具有特定的理论知识、特定的使用资料原则、特定的专业训练方法和自己的社
会应用平台。
    作者分析了我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的历程和成就，阐述了现代民间文艺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
括它的对象和性质、文本分析理论、现代传承理论、故事类型学、民间文艺资源的数字化等。
在各章基本要点阐述之后，均附有讨论课实录，以辅助介绍本课程的教学特点和训练过程，使学生能
更好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的讲解，以国内民间文艺学为主，但也体现这门学科的国际化优势，分析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
背景下，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变迁和走势，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元化的分析视角
，把学习也变成一种比较、反思和再民间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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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晓萍，辽宁大连人，1950年12月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任导师钟敬文教授学术助手。
1994年入美国衣阿华大学做博士后，2001年以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等校做高级访
问学者和客座教授。
现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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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重读现代民间文艺学史　　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是指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对民间文艺思
潮与历程进行研究的学术史，包括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研究史，以及相关的学者史、学术团体史、书
刊传播史和社会运动史等。
　　在我国，对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启动于60年代。
它的起因，是受到了苏联学术界的启发。
当时苏联学者对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历史部分，而我国学者所受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
究范围上：大都侧重于作品的搜集研究史和社会运动史。
不过，由于中国学者及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定，这方面的观点和资料还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
80年代以后，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又吸纳了欧美国家、东亚国家的民间文艺学史的成果，关注多样化
的学术史历程与撰写经验，学科自身也在发展，主要是在学者史和书刊传播史等方面加强了探索。
　　当然，总的说，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却是十分重要的。
它是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家谱，是现代民间文艺学与作家文学理论和其他相邻学科相区分的学科界
石，是本学科自己的宝贵的问题库，也是现代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
　　本章所要讨论的著述，都曾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描述或阐述了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的思想
历程和社会事实。
它们的存在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历史。
　　重读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含义有三：一是定位，即明确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性质和研究理念，从文
化内部和外部世界两方面观察，认识前人成果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反思，讨论在以往特定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经验与局限，并指出哪些是前人的发明，哪些是需要在学术条件成熟后予以
补充和完善的问题，哪些是前人留下的空白点等，我们争取勾画出一个历史轮廓，以方便学生触摸历
史，找到创新发展的切入点；三是对话，既与前人对话，也提倡课堂上的师生对话，以利于把这门学
科的各种具体问题与学科整体结合起来思考，提高学习能力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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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
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
，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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