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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与民俗的关系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文化建设的关键性课题之一，民俗学则应该是最有能力去关注、
揭示和阐明所有与之相关的民众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问题的一门学科。

《国家与民俗》是一部集中讨论国家与民俗之关系的民俗学专业的学术文集，所收论文主要包括两大
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家与民俗这一民俗学课题领域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第二部分是个案研究
的积累与实证检验性的探索。
《国家与民俗》由周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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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文化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今，民俗学之类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知识库也同样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而且，这一趋势正日益明显。
按照资本理论，给商品附加一定的意蕴内涵，即可增加其价值。
因此，民俗文化作为资源的有用性不断得到显示。
正如本文开始时论及的，从事这一类活动的有在政府中担任文化工作的人员、开发商（developer）、
艺术家等，从政府到文化产业，形成了多层次的复杂局面，由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也是多种多样。
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是以民俗学相关的身份参与各种活动的“方法”。
特别是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活动和地方土特产品的创造等，以前属于民俗学之研究对象的领
域突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令人产生其必要性在不断增强的错觉。
①然而，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民俗学可与这些问题相对应的组织、制度尚未形成。
学术之外的情形是亦喜亦忧，学者们在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意义，但如果不能在此过程
中积累详细的资料，进行理论化的研究并使之体系化，则民俗学在形成之初的理想，亦即面向未来、
改善社会的学问志向就有可能无法达成。
　　民俗学形成初期时的浪漫主义及情绪化的一些方面，很容易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被用来强化意
识形态（ideology）盛开发宣传的媒体等。
笔者认为，对于将生活者作为客体这一可以说是倒退了的制度问题不做重新思考，不能在确认研究对
象之总体状况的前提下明确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目前民俗学者对于各种社会活动的直接参与，就很难
说是对民俗学本身有益。
没有确认各自的立场就简单地进行“应用”，这种状况对于存在主义倾向原本就很强的这一学科来说
，即使有些观点有可能会得以扩展，但与民俗学在东亚形成当初所提倡的“实用性”却可能会越来越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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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星主编的《国家与民俗》是一部集中讨论“国家与民俗”之关系的民俗学专业的学术论文集。
本书的出版将直接和迅速地提升我国民俗学界在这一课题领域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水平，促使中国民
俗学更好、更快地应对当前国家发展（国民文化建设）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传统民俗复兴的时代格
局，进而在积累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能够发挥其造福人民生活与评论国家文化政策
等方面的应用性功能。
此外，对于我国知识界截至目前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讨论中的缺失，本书的出版也将构成非
常重要的补充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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