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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译成
中文出版。
希望能够成为关心日本民俗学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们的他山之石。
日本的民俗学大约形成于百年之前。
在18世纪，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国学”，以及19世纪后半由欧洲引进的人类学的“土俗研究”，
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两大源头。
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却始自柳田国男1908年夏对九州地区山间村落的刀耕火种及原始狩猎方法进
行的调查，以及同年秋他从出生于东北的一个青年那里收集流传于当地的种种奇闻逸话。
后来，柳田与聚集于其门下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建立了民俗学研究组织，开展了研究活动。
日本民俗学就这样作为“在野之学”发展起来。
民俗学进入大学殿堂，是1958年以后的事。
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民俗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学问”。
民俗学教育和研究基本上在大学中展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学习民俗学，要理解民俗学的体系，只要去阅读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
究法》或《民间传承论》便可；而要研究具体问题，则去研习柳田国男论及这些问题的著作。
可以说，民俗学的方法论凝缩于这两部著作之中。
1934年出版的《民间传承论》，其基础是前一年的9月起柳田每周在自己家中以其嫡系弟子为对象，做
了前后三个月的专题讲座。
因此，其内容民俗学研究的专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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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出版于1984年，那时民俗学教育及研究已经基本在大学进行。
这部著作是民俗学脱离柳田国男的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的成果。
该书旨在通过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扬弃，探讨民俗学成为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科学
的可能性。
因而一反之前学界对柳田单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着的问题和弱点，希望民俗学
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和弱点而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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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福田亚细男 译者：於芳 王京 彭伟文福田亚细男，先生，日文名字写作“福田丁夕才
”，日文发音为“FuKuTA-AJ10”，因此曾被音译为“福田阿鸠”。
尊重本人意向，在翻译本书时沿用了本人认可的译名“福田亚细男”。
福田教授希望今后自己的名字写成中文时，只使用“福田亚细男”这一译名。
福田亚细男先生1941年2月生于日本三重县。
1963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史学方法论专业，1971年同大学文学部史学专业硕士毕业。
历任武藏大学教授、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教授、新渴大学教授等，现为神奈川大学历
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
福田教授几十年来主要从事村落民俗、民俗学史以及民俗学研究方法研究。
先后发表数百篇论文，编著书几十册，与他人合著书或编辑辞典数十册（套）。
主要著述有：《日本村落的民俗结构》、《村落社会新的可能性》、《时间民俗学·空间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等，与他人合著的有《现代日本民俗学Ⅰ——意义
与课题》、《现代日本民俗学Ⅱ——概念与方法》、《民俗学概论》、《民俗调查手册》、《民俗研
究手册》、《日本民俗大辞典》、《民俗学简明辞典》等。
福田先生从学术史角度审视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对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
国男提出的周圈论、重出立证法等民俗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周密的考察与分析之后，在《日本民俗学
方法序说》、《柳田国男的民俗学》。
於芳，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课程毕业。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讲师。
负责本书序篇的翻译工作。
王京，武汉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毕业后赴日留学，2007年获日
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学位。
曾任神奈川大学21世纪COE项目博士后研究员，琦玉大学项目研究员。
现任北京大学日语系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民俗学、日本文化等。
著有《1930、40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日文，2008年)、《东亚生活图典——中国江南篇》(日文
、合著，2008年)及学术论文、札记、翻译等十余篇。
负责本书第一篇的翻译工作。
彭伟文，199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民间文艺学专业硕士课程。
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学日本，现在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艺术。
负责本书第二篇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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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将民俗部门放入县史、市町村史中，并担当记述之责，就意味着放弃迄今的民俗学方法，改变
自己对于民俗学的立场。
若非如此，那就是在表面上作出这种姿态，实际上却利用机会替自己收集资料而已。
实际从事于此的研究者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三、理想的民俗学与地方史第一节中，笔者论述了以重出立证法为唯一方法的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是虚
构的历史，柳田自己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因此不可能以此为基本方法论证柳田国男所作出的各种
假设。
笔者认为要想结果可被论证，必须放弃以资料的全国性收集为前提的重出立证法，在具体的传承母体
中分析民俗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从中得出变化、变迁，进而提出假设。
第二节中，论述了民俗学是在探究历史时能够与文献史学、考古学相互补充的、作为方法的科学，并
从迄今的民俗学所谓“变迁”或者“历史”的虚构性以及视地方为手段，否定地方的个性，否定地方
民俗学者作为研究者的意义等方面指出，民俗学与地方史似近实远，而作为其结果，民俗学与县史、
市町村史也是没有关联的。
理想的民俗学应该是个别分析法，即在传承母体中分析相互关联而传承着的民俗现象，并提出关于历
史发展过程的假设。
文献史料与遗迹遗物都是在过去的某一时点被固定下来的，都是死的资料，大都只是断片，也正是因
此，刊行的史料集，常常将史料以部门或编年的方式整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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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作者福田亚细男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于1984年由日本弘文堂出版。
钟敬文先生很早就建议我们翻译引进这本书，为中国新起的民俗学界积极导人参考性的研究成果，以
期学界有更快捷的发展。
因为出版没有着落，翻译全文的事就放下了。
但是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民俗学特辑》里特意编人了《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的介
绍文章，①然后在中国民俗学会举办的高级讲习班上介绍福田先生时，专门提到《日本民俗学方法序
说》“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参见本书《代序》）。
与欧美的民俗学相比，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方面，中国和日本的民俗学科有着更多的相近之处。
日本的民俗学科走过什么样的路程才有今日的一切，民俗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一个学科如何审视自己
、如何把自己和史学对比、如何通过争论不断审视和修正民俗学科的理论结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
说》对日本民俗学所作的从学术史角度的梳理，为我们提示了较为清晰的学科理论及调查方法形成过
程和学科研究方法特征形成的脉络。
如何做民俗调查，如何制订调查项目，如何整理资料，对民俗研究对象、民俗资料的定义、对民俗调
查的反思，这些都是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学生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民俗学，有更多的学者短期或中长期赴日从事与
民俗学相关的进修、研究和交流，日本著名学者也多次应邀到中国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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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日本民俗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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