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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俗学运动中的女民俗学者

王文宝

我国民俗学运动
,

从 1 9 18 年初发起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
。

许多民俗学者
,

艰

苦努力
,

为我国民俗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

其中不乏妇女学者
。

但这一点
,

一

直为人们所鲜知或忽略
,

这是不公平的
。

为了不埋没她们对民俗学的功绩
,

我访问了容

媛
、

容肇祖
、

杨荃
、

江小蕙等
,

查阅了一些书刊资料
,

探寻 了一些女民俗学者的有关情

况
,

形成文字奉献给读者
.

(一 ) 容媛
: 1 8 9 9年生

,

广东东莞人
,

著名民俗学家容肇祖之奸二 她和哥哥容庚
、

容肇祖自幼深受其舅父邓尔雅的影响
。

邓尔雅曾留学 日本
,

对我国书画
、

古文字
、

方音

方言
、

小说
、

民俗等有广泛的兴趣
,

造诣很深
,

家里藏书甚丰
。

容媛就是在这样的学术

环境里学习读书自学成才的
。

她聪敏
,

博学多闻
,

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

19 2 5年
,

她在广

州何香凝任所长的中国妇女讲习所学习 (其中
,

著名民俗学家杨成志为该所讲授 《新闻

学 》课 )
。

1 9 2 7年
,

著名民俗学家顾颜刚由广东到东莞
,

在容肇祖家小住
,

容肇祖
、

容媛

兄妹陪他去逛当地的城陛庙
;
顾领刚画了东莞城陛庙图

,

让容媛作说明
,

容媛便撰写了

《东莞城惶庙图说 》 一文
,

以后
,

她受了顾领刚
、

容肇祖的影响
,

对民俗学的兴趣越来越

浓
,

在广州中山大学 《 民俗周刊 》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民俗学文章
。

有搜集的
,

而更多的

是研究的
,

计有
:

第 3 3期
“

中秋节专号
”

的《东莞中秋节风俗谈 》 ;
第36 期的《东芫偷牛的

一段故事 》 ;
第扭

、

4 2期合刊
,

神的专号
”

的 《东莞城陛庙图说 》
、

《佛山的神庙 》 ;

第 4 3期
“

槟榔专号
”

的 《 槟榔的历史 》
、

《东莞遗俗上所用的槟榔 》
、

《 东莞的槟榔

歌 》
、

第 53
、

5 理
、

55 期合刊
“

旧历新年专号
”

的 《 东莞的旧历年例 》
、

《钱树歌及尼姑

问讯 》 ;
第69

、

70 期合刊
“

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
”

的 《 游妙峰山 日记 》等
。

其 中
,

以

《东莞城陛庙图说 》经 《槟榔的历史 》 最为重要
:

前者
,

通过调查和查 阅文献资料
,

对

东莞城陛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

对顾领所画 《东莞城院庙图 》 做了很好的说明
,

是 一篇

很有学术价值的民俗信仰研究论文
;
后者

,

更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民俗学专论
,

包括槟榔

的出产地
,

槟榔的种类
、

槟榔的食用理由
、

槟榔的食用方法
、

槟榔在婚丧礼上所用之习

俗
、

槟榔的功用
、

槟榔多食之害处
、

杂记
、

结论九部分
,

占了 《 民俗周刊 》 32 开书页的

53 页
,

洋洋大观
、

资料
、

考证极详
,

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深
,

分析能力之强
。

她后随顾领

刚到北京
,

19 8 8年 7 月 13 日她给我来信说
: “

从一九三 ¹ 年秋
,

我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

学社 ( 原名国学研究所 ) 任中文秘书
,

至一九四九年转任北京大学 历史系资料员
,

一九

六三年四月退休
” 。 19 29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

,

她参加 了顾领刚组织 的第 二次妙峰山庙会

的考察活动
。

她对金石亦有研究
,

曾帮其兄赛庚整理 《全石书录 月 》
,

于 19 30年在中央

研究院印行
,

自己还有 《金石书录外编 》手稿
.

终身不婚
.

是我国
一

早期民俗学运动中一



位杰出的女民俗学家
。

(二 ) 李萨鹭如
:

是我国早期民俗学运动中一位很有成绩的女民俗学搜集家
。

只知

其教过书
,

其他身世不详
。

1 9 28 年
,

她出版了 《北平歌谣集 》
,

顾领刚见后极为高兴
,

并为她 19 3 0年出版的 《北平歌谣续集 》 写了 《序 》
, ‘

“

钦佩她的努力
” 。

这是我国 自己

搜集出版最早的
、

内容丰富多彩的北宋民间歌谣集
。

所收之歌谣
,

富有浓郁的北宋地方

色彩
,

对研究我国歌谣和北术风物民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学术

价值
。

(三 ) 朱玉坷
:

江苏武进人
,

19 0 2年生
,

积极参加革命进步活动
, “

五四
”

运动时

为杭州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

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科肆业
。

与著名民俗学家
、

比较

宗教学家江绍原结为伉俪后
,

大力协助江绍原搜抄民俗学有关材料
.

我在帮助整理江绍

原先生遗物时
,

发现 了他保存的一份朱玉 柯搜集民俗材料的墨迹及其说明和剪报
: 19 30

年 4 月27 日
,

她将由其母亲那里搜集的常州民俗材料
,

用毛笔抄写寄给当时在北京的江

绍原
,

材料为
“

关于孕妇
、

婴儿
、

结婚的迷信
”

(含孕妇的忌物
、

产期中一切迷信
、

满

月之迷信
、

开 口奶
、

断奶等 )
、 “

女儿家留头迷信
” 、 “

结婚之迷信
”

共 53 条
; 还 有

浙江绍兴这方面材料20 条
,

她读了 1 9 3。年 3 月 7 日 (上海 《新闻报 》 )
“

快活 林
”

版
《 巴郎丁堡之结婚迷信 》 一文后

,

说
: “

读了巴朗丁堡之结婚迷信
,

引起我收集各种迷

信材料的兴趣
。

本想将常州一具自婴儿时代直至老死的种种迷信收集起来
,

可惜母亲不

愿述葬祭的迷仁
,

我只得暂时作罢
,

以待将来
。

我且将现在所得的一点点小材料献给绍

原吾爱
。

玉坷
” 。

叶德均在 1 0 31 年 4 月 25 日《草野》5 卷 3 号
; 《 中国民俗学研究的

过去及现在 》一文中说
,

江绍原所撰写很有学术价值的
“

小品
”

中的材料
, “

除了一部分

是自己采集的
,

其他的是他的夫人朱玉坷女士和友人和应征者所供给
” 。

《发须爪》一书出

版后
,

江绍原在赠她书时题日
: “

玉坷 惠存
:

不知道是你的成绩还是我的
。

绍原十

七年三月二十六灯下
,

杭州清泰路七十二号
” 。

可见她对江绍原学术研究帮助之大
。

江

绍原在北京大学讲授 《 礼俗迷信之研究 》
,

办引有她搜集的民俗材料
。

北京解放前后
,

她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医学院任职
。

19 6 9年逝世
。

江绍原在其骨灰盒上

题字
,

恰当地称她为
“

五四运动杭州女闯将
” 。

象这样一位革命的
,

进步的
,

为我国民

俗学事业勤奋耕耘
,

做出重要贡献的女学者
,

我们是不应该忘记她的
。

( 四 ) 常芝美
: 1 9 0 5年生

,

19 8 4年逝世
。

原名葛孚英
,

精通法文和中国古典文学
,

后改名常芝英
。

法文名
“

伊兰
” 。

是歌谣学家常惠的夫人和助手
。

工9 2 4年与常惠结婚时
,

被称为
“

一对歌谣学家
” 。

曾译过法国白罗勒 《小红帽子 》等童话
; 19 3 7年 4 月 3 日北

京大学 《歌谣周刊 》发表了她写的 《谈童话 》
,

她说
: “

十年前北大研究所即 成 立 了
‘

歌谣研究会
’ ,

并出版 《歌谣周刊 》
,

征集一切民间文艺
。

我那时也曾投很多儿歌
、

谜语
、

笑话
” 。

她还是 1 9 3 6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风谣学会会员
。

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
、

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院校图书馆工作
,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

曾编
“

馆藏中

文善本书目
“ 、 “

馆藏李氏书目
” 。

常惠晚年的一些文章
,

多是由她整理或代 笔
,

如

《鲁迅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回忆 》 ( 198 0年 《鲁迅研究论丛 》 )
、

《 回忆鲁迅

先生 》 ( 19 8 1年 《伶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 )
、

《北京民间儿歌选
·

序 》 ( 1昭2年王文宝

《北京民间儿歌选 》 )
、

《贺中国民俗学会 》 ( 19 8 2年中国民俗学会 《会刊 》 )等
.



(五 ) 张若名
: 19 0 2年生

,

河北保定人
。

我国民族学家
、

民俗学家杨梦的夫人
,

法

国里 昂大学博士
,

19 5 8年逝世
。

生前曾任中法大学
、

云南大学教授
、

文学评论家
、

民俗

学家
。

1 9 39年她与杨笙用法文合著之 《 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 》为我国早期民俗

学运动专著之一
。

(六 ) 陈秋帆
: 19 10 年生

,

1 9压年逝世
。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

文的夫人
。

曾与钟敬文一起留学 日本
。

三十年代以后
,

曾以
“

秋子
”

笔名在 《 艺风 》等

刊物上发表有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和不少民俗学的译作
。

1 9 3 6年 4 月 1 日 《 妇 女 与 儿

童 》第20 卷第 8 号
“

朝鲜民间文艺号
”

就是由她供稿
、

编成的
。

(七 )徐芳
、

李素芝
:

她们是 19 3 6年复刊后的 《歌谣周刊 》的主编
,

还是同年 5 月

成立的北京大学
“

风谣学会
”

的常务干事 (后李素英离开北京
,

由伶品心代替 )
。

徐芳

还发表有 《 “

数来宝
”

里的
“

溜 口辙
” 》

、

《 北平的喜歌 》
、

《 儿歌的唱法 》
、

《表达

民意的歌谣 》 ‘ 《谈北平的喜歌 》等
,

她也是 1 9 4 3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的筹建

者之一
。

李素英发表有 《读歌谣后所得的一知半解 》等文章
。

从 以上不完全之简单中介绍中可以看出
: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半个多世纪的我

国民俗学运动中
,

都有不少女民俗学者的活动
,

并各自做出了她们自己的成绩
。

她们广

泛分布在我国民俗学运动的许多方面
,

如在搜集方面有容媛(搜集民间故事
、

歌谣等)
、

李萨雪如 (搜集北平歌谣 )
、

朱玉坷 (搜集民俗材料 )
;
研究方面有容媛 (民俗信仰研

究
、

生活习俗研究等 )
、

张若名 (儿童民俗研究 )
:
编辑方面有徐芳

、

李素英
、

范 玉

梅
、

李惠芳
、

李文瑞
、

王士媛等
; 翻译方面有陈秋帆

、

王汝澜
、

王士媛等
; 民俗教学方

面有屈育德
、

田晓灿
;
等等

。

而且民俗之搜集品种多样 (故事
、

歌谣
、

民俗信仰
、

生活

习俗等 )
;
研究项 目既有民俗学本体论方面的

,

也有专题研究方面的
,

且具有创见之作

不少
,

如容媛之 《 东莞城陛庙图说 》 和 《槟榔的历史 》等
。

以上
,

只是就笔者所了解者之介绍
,

以后有机会将继续搜集予以补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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