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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发展、中落的早期历史为中心，着重讨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倡
立与学术转型，及其派生的宣传策略、学术论争，以及人事纠纷。

　　早期民俗学者在极其艰苦的物质和人事条件下，为理想而奔波，凭热情而工作，为经费而斗争，
但最终还是因学术论争、人事矛盾而分道扬镳。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侣建、学术转型、以及中道没落，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顾颉刚、傅
斯年、钟敬文、容肇祖、董作宾、刘半农、辛树帜、史禄国、江绍原、杨成志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
大批著名学者，他们的个性风格与学术分歧在特定学术制度下的不同表演，典型地折射了中国现代学
术的行业生态，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突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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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爱东，1968年生，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通俗小说研究、民俗学学术史。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叠加单元：史诗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机制》、《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
《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英雄杀嫂》、《学术行业生态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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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实地调查与古籍记载相印证。
 顾颉刚的实地调查主要集中在神道和社会研究上。
他研究神道的兴趣，是游历了苏州和北京的两处东岳庙而引起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古史研究。
他认为乡村祭神的集会、迎神送祟的赛会、朝顶进香的香会，是古代祭祀社神集会的变相，因而可以
以今证古，从中看到一些古代社祀的影子。
 “我们要了解古代神话的去处，要了解现代神话的由来，应当对于古今的神话为一贯的研究。
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神话，有史书、笔记、图画、铭刻等等供给材料，要研究现代的神话，有庙宇、塑
像、神祗、阴阳生、星相家、烧香人等等供给材料。
”两相印证，即可借古推今，以今证古。
 顾颉刚《东岳庙的七十二司》的初稿中，只是将当时的北京、苏州东岳庙的各司职责作一罗列。
后来补写的时候，则征引《汉书》、《日知录》等古代典籍，旁征博引，从中国的秦始皇说到埃及的
尼罗河，最后得出结论：“阎罗王未人中国之先，鬼是东岳管的，阎罗王入了中国，鬼是阎罗王管的
；但东岳的势力还在，所以阎罗王做了东岳的层属。
” 《妙峰山的香会》一文，从香会的来源、组织，到明清两代和本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记录。
他还做了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调查，抄录了这一年各个香会的会启，并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说明。
此文刊出之后，引起社会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
正如傅彦长所说：“他不怕辛苦，亲自到民间去调查，用最热烈的同情心与最恳切的了解力来报告我
们，使向来不受圣贤之徒所抬举的民众增高他们的地位，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
” 顾颉刚曾到西北、西南一带去过，沿途有所见闻，即以其敏锐的洞察与渊博的学识对一些具体民俗
事象做一考察，先后写出“吹牛”、“拍马”、“抛彩球”等有趣的民俗学小品文。
 用田野作业得来的活的民俗资料，与古籍中的死的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分析研究，作为一种有别于传
统经学的研究方法，为后起的民族学者们广泛应用于神话领域。
抗战时期，处于西南后方的一批民族学家用当地少数民族的现存神话与传世文献中的古典神话进行比
较研究，解决了神话领域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七、奖掖后学，团队作战，以梯队的人才做梯队的学问。
 说顾颉刚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智慧，还在于他特别善于造起声势
。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名盛则附之者众”；另一方面也因为顾颉刚懂得团队作战的威力，乃有意而为之
。
他说：“在现代研究学问，应当把自己看做学术界中工作的一员。
不论是大将和小卒，工程师和小工，都是一员，都有工作可作。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倡立一门新学科>>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倡立一门新学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