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圈中的学报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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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大学学报的角色是以大学学报为阵地 ,通过对

大学作者学术成果的选刊 ,特别是与学科带头人的

深入接触 ,对大学产生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长远

社会意义的成果加以推介。北师大学报与北师大

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联系是由钟敬文教授生前

建立的。民俗学的文化影响很大 ,价值不容低估 ,

但它不是学术大户 ,学报与民俗学科的联系 ,还促

进了北师大民俗学在大学圈中影响的扩大 ,并对北

师大民俗学的特色建设、标准的坚持和传统的延

续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学报对民俗学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视

北师大民俗学科与钟敬文教授学说有一脉相

承的关系。迄今为止 ,学报已刊载钟先生在 1949

年以后阐述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核心学说的各种

论文 ,内容涉及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开辟民

间文艺学史和民俗学史、设置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

学的课程、与苏联、日本和其他欧美理论界的对话、

发展民俗文化学、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等。它们

一经发表 ,都曾对当时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运动

起到指导作用 ,也产生过相当的国际影响。民俗学

因此成为北师大的特色学科 ,北师大也因此成为民

俗学的重镇。学报对这些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视 ,主

要体现在对这类文章的征选上 ,特别是对其中几个

重要问题的敏感认识与首刊发表上。

中国民俗学者始终面临着一个矛盾 :即民间文

学既然是口头文学 ,口头文学既然是“风”,稍纵即

逝 ,如何有史 ?“五四”以来 ,民间文学的历史问题

被提了出来 ,但假设它有史 ,又如何找到史的记录

方式 ? 相关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 ,现代中国民俗学

运动是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连在一起的 ,

它反迷信、反封建 ,力图朝着更理性、更科学的方向

发展 ,但这也对民间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艺术

故事的幻想性和上下层文学的相互渗透性 ,都提出

了质疑 ,对口头资料的使用产生了一个冒险的问

题 ,这也就影响了给它建史的学术原则的成立 ;第

二 ,从资料学上说 ,民俗学者所注重的民间文学 ,保

存不经意 ,流传不规范 ,说法不统一 ,进入学术资料

系统的随意性很强。它们在进入文人著作、书面文

献或社会应用后 ,还表现了很强的附会色彩 ,还有

一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 ,如何表述和利用它 ,

使它不是成为工具 ,而是成为学术研究成果 ,也始

终是民俗学者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 ,学报发

表了钟先生的若干文章 ,反映了他的重要建树 ,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民间文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德裔学者

艾伯华 (Wolf ram Eberhard)从文本分析上认为 ,中

国民俗学者喜欢对民间文学进行历史的和社会学

的研究 ,原因有二 :一是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和古

代戏曲粘连 ,因而可以找到其历史的和社会背景的

线索。二是中国民间文学被历代文人大量记录 ,但

加上了个人观点、道德评价和社会上下文 ,这也使

民间文学容易成为不同时期的史的研究对象 [ 1 ]

(《后记》) 。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 ( Nai - tung Ting)

扩大了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使用范围 ,但排斥纯艺术

故事[ 2 ] ( P8 ,11 - 12) ,还不是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文

学研究。美国学者洪长泰 ( Chang - tai Hung) 提

出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文化保管人的角色 ,正是

这一阶层造就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献的历史联系
[3 ] (《绪论》, P1) 。钟敬文教授都为三者的著作写过

序 ,但他更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 ,并要求作出中国

民俗学者自己的回答。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 ,学

报所发表的钟敬文先生的文章 ,反映了他在这方面

的研究思想 ,其中的代表作是《晚清革命派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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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文艺学》和《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试探》①。他

利用充分的资料 ,经过长期的研究 ,提出了民间文

学与历史文献关系的三个观点 :第一 ,两者在中国

文化史上有混合 ,到了“五四”才被论层划分 ,但这

不能代替两者混合的历史 ;第二 ,一部分民间文学

的传承有历史文献化的过程 ,其中部分成为地方史

或国家史 ,同时也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被记录的历

史形式 ;第三 ,两者在民族情感和价值观上是相连

通的 ,共同构建了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文化和遗产文

化。需要说明的是 ,钟先生提交学报发表的文章都

①　关于此问题 ,请参见钟敬文 :《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 ,1952 年版 ;《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
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 ;《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试探》1980 年第 2 期。

②　参见钟敬文 :《口头文学 ———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民间文艺集刊》创刊号 ,1950 年 ;《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
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 2 期 ;《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文艺研究》1984 年第 6 期。

③　参见钟敬文 :《〈民间文学概论〉序言》,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民俗学与民间文
学》,《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刘三姐传说试论》,《稻 ·舟 ·祭》,东京六兴出版社 ,1982
年版 ;此文同时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 (上)》,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民俗学与古典文学》,《文史
知识》1985 年第 10 期 ;钟敬文《〔美〕丁乃通 (Nai - tung Tin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言》,〔美〕丁乃通 (Nai -
tung Tin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序
言》,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是最初提出观点的文章 ,此外他还撰写了其他文

章 ,继续阐发他的观点 ,并投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华书局等其他

部门办的杂志 ,如《口头文学 ———一宗重大的民族

文化遗产》、《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晚

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中国民间文艺

学的形成与发展》等② ,这就使民俗学的影响走出

了大学圈 ,进入了社会各学术界 ,但大学圈的效应

是最主要的 ,这是他首先看重的。我们把这些文章

集合起来 ,能看出钟先生个人学说的特点 ,也能看

出钟先生对学报的倾斜。

(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钟敬文教授

通过阅读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发现 ,民俗与民间文学

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它造成了民族文化共同体

价值观的整体性、文化记载传统的整体性和现代转

型的整体性。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学报重点发表

了钟敬文先生的文章《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

的作用》、《民俗文化学发凡》等[ 4 ] [ 5 ] ,推广他的学

术新成果。与此同时 ,钟先生也在《〈民间文学概

论〉序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与古典文

学》、《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言》和

《〈民俗学概论〉序言》等其他文章中③ ,继续补充和

发展了他的思想。他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 :

11 民间文学与民族志。在这方面 ,钟先生尝

试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原型与异文的理论 ,他提出

的观点有 :第一 ,多民族的民族志可以互补 ,但在原

型和异文的区分上要慎重 ,避免一元化的原型论
[6 ] ( P148 - 172) ;第二 ,在多元文化交流中 ,有时各民

族的差异点得到保留 ,这是形成原型和异文的一个

原因[ 7 ] ( P176 - 208) 。二是否搜集即文本的问题 ,他

认为 ,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民族分层、阶级分层或

原型分类 ,都容易得到不确定的文本 ,采用原型和

异文比较与文化分层的方法相结合 ,可获得相对整

合的文本[ 8 ] ( P93 - 120) ,关键是要重视民族志材料。

钟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 ,与欧美学者首次提出

这个问题的时间差不多。

21 口头与表演。这方面的研究决定着民间文

学的性质和前景。对此 ,近年来 ,日本和德国学者

提出了讲述人和原生态居民的研究 ,美国学者提出

了口头表演程式的研究 ,法国学者提出了文本仪式

的研究等。钟先生对这些同行的新说法都很关注 ,

但他在自己所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也已提出这

个问题 ,他认为 ,从表演学上看 ,民间叙事和民间韵

文是交叉出现的 ,歌谣就经常进入史诗和戏曲 ,充

作开头、结尾或中间情节的特定成分 ,这些成分能

起到组织表演、传达信息和巩固氛围的作用 ,已很

难把它与史诗、戏曲分开。从史诗和戏曲来说 ,歌

谣在特定场合出现 ,便有特定的意义 ,将之拆开研

究 ,就脱离了其原有文化的本意 ,所以民间韵文的

形式里面就有意义 ,过去对形式的研究在中外学界

都遇到了阻力 ,但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民间文学

概论》谨慎地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 ,思考口头表演的

本质 ,对形式研究与内容研究做统一处理 ;第二 ,思

考口头表演的原有文化 ,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

类学等做多学科思考 ;第三 ,思考口头表演的文化

真实 ,搜集文本与田野资料 ,进行互补研究。

钟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和后来主编的《民俗

学概论》中也引入了讲述人理论和听众理论 ,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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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口头性与集体性、个人与集体性的问题。

31 内容与形式。在现代人看来 ,在民间文学

作品中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巨大不平衡现象 ,他们

在搜集整理上 ,有时否定内容 ,强调形式 ;有时又强

调内容 ,忽略形式。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展

过对民间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大讨论 ,日韩和欧美学

者后来也都在各自的社会历史传统和学术思潮背

景下 ,使用了一些适合自己的平衡方法 ,钟先生对

这些都给予了长期思考。他主要根据中国的情况 ,

强调引进上中层文献 ,与下层文学作交叉使用和对

照研究。他后来还提出了民俗文化视角的平衡说 ,

认为 ,一种民间文艺现象 ,从理性视角上看 ,是不平

衡的 ,但从民俗文化的视角上看 ,是平衡的 ,所以不

能把民间文学的研究往纯理性科学的道路上引。

他举例说 ,如果讲纯理性 ,梁祝化蝶的传说就没有

千古传唱的基础 ,李白“白发三千长”的诗句也就没

有成为文学绝唱的理由。他在晚年的教学中 ,大都

贯彻了这种反思精神和疑问的态度 ,并从这个层

面 ,肯定民俗文化遗产的价值 ,鼓励学生重视民族

遗产 ,寻找学术真命题。

①　参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内部资料 ,1987 年版。
②　钟敬文 :《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 年 4 月 26 日初稿 ,此文使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故事资料 300 则左

右 ,后收入钟敬文《民俗文化学 :梗概与兴起》,董晓萍辑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第 220 - 247 页。《中日民间故事比
较泛说》写于 1991 年 2 月 ,后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董晓萍辑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76 -
208 页 ,此文使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故事资料 500 则左右。

③　钟敬文 :《在 2001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上的报告》,2001 年 1 月 10 日 ,手稿 ,第 1 页。
④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民俗学专栏”。

钟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 20 年里 ,在

学报文章的基础上 ,出版了一批著作 ,逾 150 万字。

他给民俗学在大学圈中扩大影响建立了不同的上

下文 ,并从不同的角度 ,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发展了

“民俗文化学”和“民俗志学”的新学说 ,学界可以通

过这些学说 ,反过来看到他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的

分量。他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 ,集学说之大成 ,提

出了建立民俗学派的中国学派的观点 [ 9 ] ( P4 ,27 -

33) ,达到了一个学者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学问的

最高境界 ,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报发表文章

的最后升华。

二、学报对民俗学学科成果的推广

在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化之初 ,1984 年 ,文化部

发动了一场搜集整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的运动① ,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藏品进行了一次不

可重复的抢救和清点 ,这些宝贵资料今天已被视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场运动的历史成就之一 ,是对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搜集

和整理 ,钟敬文教授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卷的总

编 ,并使用这些资料发表了相应的文章 ,如《洪水后

兄妹婚再殖人类神话》和《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

等②。1994 年春季 ,北师大召开中国传统文化讨

论会 ,钟先生参加 ,他再度使用这批资料 ,给学报撰

写了题为《传统文化随想》的文章 ,随即由学报发表
[10 ] ,同期发表的还有钟先生邀请季羡林先生写的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11 ] 、张岱年先生写的《中国

文化优秀传统内容的核心》[ 12 ] ,及赵枫先生写的

《重视中国民族音乐 ,提高民族自信》等[ 13 ] ,为此我

曾几度领命跑季、张、赵宅 ,转达钟先生的意思 ,从

中也看到这些知名前辈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基础的

学术境界。从后来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看 ,这

些文章的社会效应大体有三点 :一是在文革之后 ,

提升了国内重视民族文化的公众诉求和社会使命

感 ;二是达成了政府文化部门与大学专业学者的合

作 ,产生了制定相应社会公共政策的系列举措 ;三

是在接踵而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 ,对集成成果转

化为特殊国情资源起到促进作用。钟先生以极大

的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他在这方面所阐发的观点也

成为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 年 ,在北师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

上 ,他说 :“我国民俗学的发展 ,必须在高校及国家

级、省市级的教学、研究机构中占有阵地”,他还特

别提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指出 ,中国民俗学

学科的创建与实践 ,“不可缺少这方面的社会人文

基础 ,它也能对群体新文明的创造发生积极作

用”③。近年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遗产理论和工作框

架已被逐步引进我国 ,使用得好 ,民间文学和民俗

学两个学科受益很大 ,钟先生的前期工作已为这套

理论框架与中国以往的遗产理论结合奠定了基础。

钟先生逝世后 ,学报仍提供专栏 ,发表保护民俗文

化遗产的文章④ ,这使北师大民俗学科能够持续占

领前沿学术方向 ,给大学同行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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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广学科团队项目和人才培养成果

钟敬文教授晚年把主要工作放到培养研究生

上 ,指导研究生按学科发展方向撰写学位论文。这

些论文的选题分布有民间文艺学史论、民间文学与

古典文献研究、民间文学与民族志研究、口头与表

演研究、内容与形式研究 (包括母题与主题、语言载

体研究)等 ,都是钟先生长期关注的问题 ,研究生的

论文则成为他思想的延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钟

先生也经常带领研究生参加校外学术会议 ,回来再

撰写文章 ,交学报发表 ,讨论一些大学圈的普遍话

题和社会关注问题。1987 年 ,我还在读博士生的

时候 ,钟先生带我飞赴杭州 ,参加全国艺术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召开的集成工作会议。在美丽的西子

湖畔 ,我首次见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周巍峙 ,看到

了钟先生与周部长亲近相谈的知遇之情。会议休

息时 ,他还带我到浙江省文联做学术报告 ,回京后

嘱我整理成文 ,以《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为题 ,交学

报发表[ 14 ] 。以后 ,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大都参加过

这种活动 ,跟随钟先生向国家部委和其他院校的专

家学者学习和实习 ,拓宽了研究视野 ,激发了创新

活力 ,也都逐渐成了学报的作者。学报通过陆续发

表民俗学科不同课题、不同年龄结构的师生文章 ,

推广了这个集体的团队项目和人才培养成果。

1988 年 ,民俗学学科点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 ,几乎同时作出第一反应的就是学报。不久 ,学

报开辟了“重点学科专栏”,并坚持到现在。钟先生

和学报原主编潘国琪老师是知交 ,每当清样出来 ,

潘老师都亲自送到钟宅 ,等钟先生看过再发。遇上

好天 ,钟先生也常带我去学报旧址南平房小坐 ,我

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继任学报主编林邦钧老师和

编辑部其他成员。1996 年 ,民俗学学科点进入 211

一期工程 ,在评审会上 ,钟先生用红绸带把八年的

学报捆在一起 ,展示集体成果 ,也介绍了学报。以

后 ,这些论文又发展成著作 ,继而获奖 ,这里面都有

学报的功劳。

当然 ,北师大学报是北师大所有学科的学报 ,

不止民俗学科。现在人们查阅北师大文科学报 ,能

找到众多大师级先哲的文章 ,发现他们披露某种学

术思想的最早时间和最初构思 ;能找到大批后来产

生重大学科意义和社会影响的文章 ,发现其中对传

统与继承的深刻理解 ;能找到许多科研团队起飞的

学术规划和系列文章 ,发现里面老中青人才的结构

和学科后劲 ;还能找到源源不断的国际国内项目课

题 ,发现北师大人文社科学者与社会天地和世界学

坛的广泛联系。一个学报的存贮能如此富有 ,不是

靠短期能做到的 ,要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要靠

编辑部的智慧、共识和团结奋战。这样的学报就会

成为学科建设的家园 ,就会始终有一流的作者、一

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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