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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语言学研究史纲》由李阳、董丽娟所著，综合运用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对民俗语言
学开创至今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梳理和阐释。
书中不仅有基础理论的阐述，还纳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隐语行话、副语言习俗、俗语、称谓语俗、
数语言习俗、宗教民众语言等专题的深入研究，力求全面、客观地展示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发展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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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阳
女，1980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文学硕士。
2004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辽宁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民俗语言学、社会风俗史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锡伯族文化》；主编或参编《中华民俗大典·辽宁卷》、《辽宁文化通史》、《“非
遗”资源的商品化传承与保护》、《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创新·沈阳》；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
，主持或参与课题10余项，其中国家级社科基金研究课题3项，获得各级学术成果奖励10余项。

董丽娟
女，1978年3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文学硕士。
从1997年开始在辽宁师范大学系统地学习汉语言文字学，2001年起在曲彦斌先生的指导下研修民俗语
言学，2004年起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语汇、
方言俗语、民间秘密语、少数民族民俗语言等。
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项(《辽宁地区濒危语言的现状和抢救对策》)，主持辽宁社会科学
院院级课题4项，参与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课题2项、市级重点课题2项。
已发表《传统典当业民俗语汇探微》、《民俗语言学研究现状和趋势前瞻》、《(通俗编)民俗语汇探
微》等论文10余篇。
曾获“辽宁省民俗研究学术著述评奖”论文类二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语言学研究史纲>>

书籍目录

社会民俗和语言文化的双向选择（代序）王功龙
第一编　历史积淀与学术演进
　第一章　语言与民俗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第一节　文字与习俗
　　　第二节　语音与习俗
　　　第三节　词汇、语义与习俗
　　　第四节　语法与习俗
　　　第五节　语源与习俗
　第二章　从现象到本质：民俗语言现象的研究状况
第二编　学科架构与理论思考
　第三章　民俗语言学的奠基
　　　第一节　创建的学术背景
　　　第二节　民俗语言学发凡
　第四章　学科意识的觉醒：曲彦斌与《民俗语言学》
　　　第一节　曲彦斌的民俗语言现象研究
　　　第二节　《民俗语言学》成书
　　　第三节　《民俗语言学》的影响与意义
　第五章　民俗语言学的理论架构
　　　第一节　研究内容的廓清
　　　第二节　基本研究方法的确立
第三编　格局演变与领域拓展
　第六章　民俗语言学研究格局多极化
　　　第一节　研究机构状况
　　　第二节　学术活动状况
　第七章　民俗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
　　　第一节　探寻江湖世界：民间秘密语研究
　　　第二节　言语交际的辅助手段：副语言习俗研究
　　　第三节　语言生活的五味调剂：俗语言研究
　　　第四节　礼仪之邦的长幼之序：称谓语俗研究
　　　第五节　解码神秘数：数语言习俗研究
　　　第六节　信仰与生活的融会贯通：宗教民俗语言研究
　第八章　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第一节　地域性民俗语言调查研究
　　　第二节　公安语言识别应用研究
第四编　接续推进与趋势前瞻
　第九章　研究队伍的梯队建设
　　　第一节　研究学者队伍状况
　　　第二节　教育教学机构
　　　第三节　民俗语言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
　第十章　研究面临的瓶颈问题
　　　第一节　学科理论的构建和完善
　　　第二节　学科的定位
　　　第三节　继承和创新
　第十一章　新研究领域的陆续开拓
　　　第一节　民俗语言学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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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网络语言习俗研究
　第十二章　民俗语言学研究趋势前瞻
　附录
　　　一民俗语言学著作索引
　　　二民俗语言学重要论文索引
　　　三民俗语言学术语辑录（汉英对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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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曲彦斌在1996年的一份答问录里再次谈到这件事情。
他强调，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
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
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
所谓“双向、多方位”，包含着“互动”与“相互”的含义。
当时他谈到，民俗语言学“既从民俗学视点研究语言，亦从语言方面探讨民俗学问题，重点在于两者
涵化的产物——民俗语言文化。
因而，民俗语言学又可称之为‘民俗语言文化学”’。
在此语境条件前提之下，显然不好按照以往业已习惯的“相互交叉式”命名方法的程式，严格区别“
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
如果需要突出哪一个视点的时候，也只能用特定的语境加以限定。
至此，民俗语言学正式被定义为双向互动的，既包含语言，又包含民俗，更重要的是体现二者之间的
运动涵化的过程，这样的定义突破了语言学或是民俗学学科的藩篱，并未囿于学科的既定划分范围，
相反可以更加灵活地反映实际语境中的民俗语言事象的真实存在状态，便于利用两个学科的理论知识
加以更加深入地分析阐释问题。
《民俗语言学（增订版）》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换掉了原来的“绪论”，删去了原来的“余论”部分，把换下的“绪论”和删去的“余论”均收
入附编，既可展现原貌，又可供有关读者在研究中参阅；再就是由于书名和内容结构的变动，删去了
初版时乌丙安和王德春的两篇序言，期望有机会收入其他专集之中。
二是增加了部分章节，使得全书更为充实，结构更趋完善、合理。
在结构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充实，是这次修订的重点。
如增加了第五章《民俗语源探析》，第十一章《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第十八章《宗教与民俗
语言文化》，第十九章《传统商业招徕标志与市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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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语言学研究史纲》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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