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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民俗学文库》在华东师范大学985社科规划《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推广》子项目资助下面世了。
文艺民俗学，英文名Folklore in Literature，是经过学界众多专家权威认可的一门中文类新学科。
1987年列入林骧华、朱立元等主编的《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
1999年该条目被收入新版《辞海》。
本文库选择“文艺民俗学”作为研究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化文化
眼光、交叉学科理念，对一国固有文艺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学理及应用的研究，从而
认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色，以便进一步更扎实和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多元文化的发现和传承是当代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各民族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中汲
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包括文艺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在该国家和民族固有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实现
的。
因此不同的文艺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此而言，文艺是文化的产物和结晶，文艺本身也是多元文化的显现与展演。
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就是适应了包括中国文艺在内的这一全球多元文化传播的需求。
民俗作为传承性生活方式，是一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层，也是多元文化中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
它是一国文学艺术形成的基石，奠定和规范着一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流向。
在文艺民俗学的视野中，文艺是民俗文化孕育的花朵，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展现，人世间，任何一种文
艺，都深深镌刻有它所依托的精神与心灵的纹章和标识。
中国文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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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对一般文艺发展的影响和相互的关系，兼容民间文艺学研究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基本内涵。
本书为我们挖掘文艺发生的民俗成因，分析文艺发展的民俗动力和世界文艺的民俗化走向，深入开展
文艺研究和创作实践，研究特定区域、特定民族的文化、文学艺术心理，开拓了新的视野；为我国现
代化进程中，深化中国民俗基因文化研究，寻求传统和现代之间新的契合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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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勤建，男，上海市人。
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
艺学、文艺民俗学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大中文学科学位分委会副主席、教育部重点研究所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从事文艺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艺民俗学、文化学教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出版专著9部，编著6部，论文、文章120余篇，获省部以上社科奖6项。
其中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获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文学二等奖（专著）、专
著《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获2004年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二届学术著作
奖一等奖。
200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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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积淀下来的习惯民俗，是在岁月流逝中保存下来的社会生活的一些固有成分，即使它已到了穷途
末路，它内聚的依然是现存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一部分。
那些多少年来遗留的陋俗陈规，虽然注定都是应当灭亡的，但它们作为“现存的”，在必然的限度内
，还是合理的，合乎理性的，因此，仍是社会本质规律发展的一个环节。
故文艺对特定社会区域民俗深层结构成分的描写，也就是对其生活本质某些方面的揭示。
对陋俗深刻的艺术描绘，则是形象地展示出它们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
民俗化倾向的文艺作品所刻画的民俗态生活，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于一身，为我们文艺形象地
反映生活，揭示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开辟了一条较为便捷的道路。
也为我们读者提供了更形象、更典型的生活美的享受。
此外，那些真实地展现民俗生活深层结构文艺作品，审美的第二大价值，即是人性审美层次上递进和
提高。
这类文艺作品中展示的现实的人物形象，在审美层次上有所新的升华。
即是对现实人性审美的超越。
一方面，如前所述，使现实的人得以历史的高度进行俯视；另一方面，还可循其民俗传承发展的轨迹
，对人生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一仰视，进而给予理想人生轨道的校正和导引。
这是现实人性审美的双重超越，人性将在历史和未来的纵深轨道上得到更为全面、完整的透视，从而
也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理想的人物。
对于前一种超越，评论比较多，对后一种人性审美的超越、递进，不少人还是没有认识到。
在一般论者的眼中，民俗化倾向中的人物，只存在第一种超越。
似乎民俗对人性的镌刻雕凿，就仅仅是历史的积淀和回响。
这是不全面的。
民俗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永不间断的流动状态中。
它的流动，不是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着民俗本身积淀造成的势能和冲量，有着明确的趋势和
流向。
人性内核的民俗建构也不例外。
它本身是人物形象过去、现在、将来潜在的固有的流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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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华东师范大学985科研项目的资助下，《文艺民俗学
导论》修订的新版本《文艺民俗学》再度与读者见面了，谨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谢。
原著出版后，受到了学界前辈和同人们的厚爱。
1994年入选香港著名学者乔默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
。
本书选编的学术顾问，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家：孙静、吴组湘、林庚、袁行霈、乐黛云、严家炎、王蒙
、朱寨、张少康、钱中文、蒋孔阳、钟敬文、季羡林等等。
入选标准甚严，诚如该书凡例所述：“本书以论著的学术性和历史作用为入选标准，主要收录有学术
价值和影响的学术著作，包括、论集、学术札记以及被公认为优秀的评传、年谱、教材等。
本书原则上不考虑研究对象的重要与否，注重研究本身的学术价值和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的风气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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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民俗学》将文艺与民俗学融合在一起，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崭新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全球化浪
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化文化眼光、交义学科理念，对一国固有文艺和本士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
深入的学理及应用的研究，从而认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色，以便进一步史扎实和有效地
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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