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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
。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
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
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
创新。
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
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
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
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
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
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
前沿。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
历史见证。
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
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康”。
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
代表着我们的希望。
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
实力。
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
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
忆。
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
气的新境界。
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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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生态以及学术模式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集中在学科定位、田野作业、人才培养、研究范式、学术取向、理论与方法等几个方面，但
在具体的考察中，《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并未对以上诸方面进行全面梳理，而是从一些具体个案或
现象出发，由点及面，条分缕析，试图借以管窥全豹，勾勒整个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现状与走势。
    作者试图从行业民俗与科学哲学两个视角切入，检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发展策略，讨论其经验
与困惑。
这些经验和困惑既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许多方面也是中国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遭
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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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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学术史、故事学、通俗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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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
造》、《牛郎织女研究批评》等。
博士沦文《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与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中心》、博士后出站
报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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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比之下，许多并非同一单位的学者，因为相近的学术旨趣或思维方式，反而会选择相近的研究
范式。
以刘守华为核心的一批故事学家，如林继富、顾希佳、江帆、孙正国、郑筱筠等人，虽然散布南北各
地，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故事研究共同体。
我们后面还将提到，一批散布于不同学术机构的，与顾颉刚扯不上任何师承关系的青年学者，反而是
顾颉刚民俗学范式最忠实的拥戴者。
　　师生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学术传统上的承继关系，不如说是学术网络上的伦理关系，也即“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关系。
“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
业绩与贡献。
”①因此，站在导师的一面，总是要首先提携自己的学生，尽可能为学生争得学术地位。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常常把学生比作水，把导师比作船或石头，认为良性的师生关系是“水涨船高”
，恶性的师生关系是“水落石出”。
所以，站在老师一方，总是要极力地扶持自己的学生，而站在学生的一面，必须事师如父。
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
”②同样的道理，师门也是血缘的投影，学生对师门荣誉的维护就是对自己学术源头合法性的维护。
　　陈平原在解读清华国学院的辉煌时分析道：“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
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
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
烈的集体荣誉感。
”③我们常说“名师出高徒”，“出”字既可以理解为“出产”，也可以理解为“出自”，通常语境
下人们都作前一种理解，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理解却能得到更大的概率支持。
也就是说，高徒往往是成就名师的必要条件，先有高徒这批绿叶，而后才有名师这朵红花。
章太炎身后的著述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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