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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

———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

王霄冰

　

［作者简介］　王霄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　 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
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
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
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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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众的日常生 活 文 化，民 俗 与 国 家 政 治 之 间 原 本 就 存 在 着 十 分 密 切 的 关 联。在“民 俗”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这一概念未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一直都把“风俗”看成是国情、

政情的直接反应。民俗的这一特点在《国家与民俗》（周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一

书中也有明确的 反 映（刘 锡 诚《民 俗 与 国 情 备 忘 录》、刘 祖 云《解 读“民 谣———对“政 风”的 社 会 评

价》）。然而，现当代的民俗学者多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且因受到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而习惯

于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本土文化，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虽然这种基本的学术

立场大有值得肯定之 长 处，尤 其 在 中 国 这 样 一 个 学 术 与 政 治 从 不 分 家 的 国 度 有 它 非 常 积 极 的 意

义，但民俗学者们在远离政治以追求学术的客观性与中立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民俗与

国家之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全面展开，过去默默无

闻的小学科“民俗学”一跃而成了一门“显学”或“准显学”。民俗学者们在享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

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本学科在理论准备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面对当前民间文化所受到的行政干

预、政治利用、旅游开发等现状时显得无所适从。一些学者痛感民间文化被客体化和政治化而大

放悲声，另一些参与到文化遗产行政中的学者有时则会放弃学术立场，不知不觉地被经济利益和

社会导向牵着走。这一切都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民俗学者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俗的关系尚缺乏一种

清醒的认识与学术自觉。《国家与民俗》一书的出版，正可填补中国民俗学的这一理论空白。该书

是一本论文集，共选入２５篇论文，作者大多为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资深民俗学者，内容涉

及学术史、观念史、政策与理论探索、个案与专题研究等。

作为第一部专门探讨“国家与民俗”问题的著作，本书基本厘清了民俗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



的关系。它首先体现在国家行政法规和文化政策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上。其中最典型

的案例就是我国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语言和日历改革。在《方言、共同语与民族国家》

一文中，彭伟文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梳理和阐释了中国在现代

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语言统一问题。左玉河和松冈正子则分别回顾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

动”以及新时期政府主导下“羌历年”的设定和羌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都证明

了民间在接受政府的改革政策时，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同时，民间也会以自己的

方式对于国家推行的文化改革做出回应。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的《民俗的国家化与国际

化———斯库克拉夫特的“吉希－高森”个案》，利用作者本人提出的“语境脱离”与“语境重置”理论，

分析了被征服后的印第安人在叙事传统上的改变：当他们处于民族国家的新语境、面对一个抽象

的“公众”时，他们在叙事时就不经意地改变了故事的文本，使其变得更加“国家化”。来自土著民

族的文化资源，后来经过文人、学者们的加工又进一步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从而进入到国际文化

领域。张长植和张百庆则分别描述了韩国国家节庆假日制度的改变给传统岁时风俗所带来的变

化，以及中国乡民社会如何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去解读和阐释国家法制与意识形态的事例。

与上述几位学者的“旁观者”立场有所不同的是，周星的《“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一文

在分析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之后，向决策者发出了“民俗宗教”作为一个特殊的宗教门类应

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呼吁。他在基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民俗、习惯法与国家法制》一文中，又

提出了将凉山彝族习惯法部分地吸纳到当地的法制体系中的建议。同样，高丙中的《文化自觉与

中国节假日制度的改进》也是一篇面向决策者的建言。这几篇论文都体现出了一种学者干预行政

和介入社会的强烈愿望与态势，由此也带上了一些现代“应用人类学”的色彩。这说明当代中国民

俗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怀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开始突破经院式学术的苑囿。

高丙中在重申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时就指出，“在文化自觉的概念中，人文知识分子今天

能多一个视角，明确自己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使命”（第１７７页）。

正如刘晓春所言，“浪漫主义是民俗 学 的 伟 大 传 统”（刘 晓 春《从 维 柯、卢 梭 到 赫 尔 德———民 俗

学浪漫主义的根源》，第１页）。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民俗学自１９世纪初以来从未将自己置身于民

族国家的文化建设过程之外，而是以对于本土民间文化的诗意想象来建构国族文化认同，以至于

民俗学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直至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统治时期为种族主义者所利

用。正是由于德国民俗学的这段不光彩历史，当代西方学者对于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多持批评

和摒弃态度。二战之后的德国民俗学为了摆脱历史的阴影，也更名为“欧洲民族学”，并转换学术

范式，把民俗学从一门原本崇尚经世致用的学问变成了学究型的纯学术。这种努力虽然保证了民

俗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常规席位，但却再也无法重建其昔日的辉煌，只能作为一个小学科

继续生存。

然而，当我们回顾其他国家的民俗学发展史时却不可忘记，每个国家的国情都有所不同。民

俗学在中国虽然是一门外来学科，无论在概念体系还是在理论方法上都借鉴了西方的学术传统，

也受到过来自日本的影响，但耐人寻味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对从西方传入的

各种理念进行着改变。从这个角度出发，此次重读吕薇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一文，尤觉

意味深长。该文分析了中西方“民间”概念在内涵上的区别，西方学者在建构“民间”概念时心目中

持有的是“边缘－民族性”理念，而中国学者在引入这一概念时却把“民”等同于下层人民，以至于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被直接变成了“人民”，即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或工农兵群众。在吕薇看

来，这与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有关。“汉语‘民间’一词始终需要其否定的方面———官方

来定义，说明民间不是一个具有自身统一规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与官方保持既分既合关系的价值

－社会连续体，因此民间无法自我定义，民间始终没有生成为与国家真正分离的社会，将民间等同

于现代西方意义的社会是‘五四’以来的知识错觉。”（第３４页）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在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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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与终结点正好是倒置的：西方的“民”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强调民族性，其终结点或曰实质

在于社会民主；而中国的“民”则从人民民主的概念出发，一开始就定位于下层阶级，但最后却发展

出了经过阶级整合的多元民族的理念。

细读吕薇和刘晓春的两篇文章，有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那就是中国的民俗学自创建

以来到底有没有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发展起来一种可以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答案恐怕是

否定的。即便是有，恐怕也不像欧洲的浪漫主义那么旗帜鲜明、成果丰硕。从早期知识分子自发

的忠实记录，到后来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和专业化的民俗志工作，中国民俗学关注下层民众的意识

似乎一直都要强过服务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意愿。对国家、民族等话题的回避，虽然使得中国民

俗学多少保持了它在学术上的纯洁性，并能与当代的欧美民俗学学术理念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另

一方面，自觉地将自身排斥于“国学”之外的民俗学，也就始终不能摆脱其“边缘”的命运。在学科

内部，围绕着民俗和民俗学的定位及其学术范式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使得不少局内和局外人都

深感迷茫。研究民俗学到底是为了什么？民俗学者在撰写民俗志之外是否还拥有其他的文化使

命？民俗学这门学科该以何种方式服务于当代社会？包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本身，其终

极目的何在？除了眼前许多功利性的“好处”之外，这一运动是否也当拥有一些更为深远的意义？

如今，很多民俗学者在对上述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答案的前提下，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当中。在这个传统被不断“发掘”和不断“被利用”的时代

（樱井龙彦《被发掘的与被利用的“神话”》，又见王霄冰、邱国珍主编《传统的复兴与发明》，知识产

权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官方直接介入到了对于民间文化的“再建构”之中（徐素娟《国家对民间文化的

参与和民间文化的再建构》），民俗学者们也就会时时对自己的角色问题产生疑问。例如，陈志勤

在《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政府策略和民俗传承》中就设问道：“在政府部门和民俗传承人都在积

极地尝试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同时，民俗学界的参与和研究具体地应该何去何从呢？”（第３２２页）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日本学者加治宏基和田村和彦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富有参考

意义的答案。前者认为中国的世界遗产政策促成了一个“发现”民俗和由国家“形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过程，目的在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国的文化遗产政策“处处蕴涵着旨在统合中华民

族于一体的和谐理论”（第９０页），而作为“和谐世界”的一员，“中国正在摸索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道

路”（第９１页）。与此相反，后者在阐述“民俗学视野中的日本民俗文化保护政策”时，却批评了“民

俗”一词在传统日本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指责其“代表了当权者的价值规范，与国家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第９５页）。日本民俗学在最早的阶段已将“民俗”视为文化遗产，而柳田国男对此持批

评态度，因为他特别强调民俗的地方性与乡土性。田村本人所追随的，正是柳田国男提出的民俗

学“应该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的学科使命（第９８页）。为此，他也对欧美早期民俗学的“浪漫主

义”传统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以“洁癖主义”的分类法去区别民俗的“真”与“伪”。他借用建构主

义的观点指出，“所谓的民俗学研究，并非如同从地下发掘埋藏物一样‘发现’民俗，而是根据一定

社会背景、目的，在特定时期的相互行为中‘把握’民俗”（第１００页）。

田村继柳田国男之后所主张的“面向未来、改善社会”的学术志向（第１０１页），及其对民俗学

“实用性”的理解，与当代美国的公众民俗学在理念上颇有相通之处。就像安德明在《美国公众民

俗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一文中所介绍的那样，民俗学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和民众，

走向民间帮助策划、组织各种民间节日、博物馆展览、博览会活动等等，其目的或许正在于给人民

带来福祉，或者像杰伊·梅克林在其论文标题中点明的那样，是为了实现“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俗

共享与国民认同”（第１１１页）。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公众民俗学者的影子无所不在，他们进出社区、

媒体、校园等，参与到教师培训与课程设计、公民教育、社区建设、难民救助等各种公共活动中，从

而也使得民俗学这一原来好像可有可无的学科变得更加有用且引人注目了。民俗学者对于社会

的文化干预不仅有利于社区民众，而且也“促进了民俗学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杨利慧《美国公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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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第１３７页）。尽管如此，很多学者在面对与纯学术相脱离的公众民俗

学时，也还是会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和矛盾心理。

事实也许就像田 村 和 彦 所 总 结 的 那 样，当 今 世 界 的 民 俗 学 者 已 经 分 化 成 了 四 种 类 型（第９３
页）：（１）业余民俗学者（ａｍａｔｅｕｒ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２）学究式民俗学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３）公众民

俗学者（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４）应用民俗学者（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抛开业余民俗学者的旨趣不论，

我认为后面三类学者的立场大致可用“学术的／学理的”、“民众的／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来概

括。这种分化也发生在 了 中 国 民 俗 学 界，且 对 于 学 科 的 总 体 发 展 来 说 是 有 益 无 弊 的。以 认 知 世

界、探求学理为宗旨的纯学术研究，固然是每一位民俗学者所应坚守的本分，但一个像中国这样民

族和人口众多、文化十分多样的国家，也必定需要有大量的公众民俗学者存在，以他们投身社会、

服务大众的热情，在学院派的民俗学和公共的社会生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中国的政体

又决定了一切都以政府为主导，包括社会文化的建设和传统遗产的保护。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远

见卓识的民俗学家直接介入到国家和地方的文化行政领域，为政治家们出谋划策，参与制订各种

涉及民俗和民众生活文化的政策法规。关键就在于各种类型的民俗学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看大

家是否能够从大局出发，统一思想，形成合力。

总之，民俗学者目前所处的种种尴尬处境，未必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受到浪漫主义传统影响之

故，或许恰恰是由于这些参与者尚未领会到浪漫主义民俗学的真谛。１９世纪初，当德意志民族走

向统一富强之路时，正是一批富有浪漫气质的知识分子通过发掘民间传统，在建构民族国家的文

化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２０世纪的中国因急于摆脱贫弱挨打局面而选择了一条加速

现代化的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曾经是以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代价的。在２１世纪的今天，随

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又被提上日程，因为人们发现，一个

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不仅需要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硬实力，而且也需要具备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软

实力。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都与这种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因此，

浪漫主义民俗学在欧洲虽然已经过时，但在中国却需要补课，也正好有用武之地。当代中国的民

俗学者之所以不敢轻提浪漫主义，也许是受当代西方民俗学影响过深之故。但在笔者看来，要想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所出现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问题，欧洲早期

民俗学者所提倡的那样一种面向世界／人类、胸怀国家／民族的浪漫主义精神，或许正是一剂良方，

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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