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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常认为，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以斗争方式改造日常生活的正当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的日常
生活也累积了受伤害和被扭曲的文化问题。
《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作者认为，以日常生活研究为基础的民俗学与文化
人类学应该参与日常生活重新正常化的社会过程。
他提出了民俗学从研究奇风异俗转向认识生活世界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了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
学的意义，并历经十载带领团队从事人类学的海外调查研究，希望中国学界的日常生活研究开阔眼界
，拓展理论，增添方法。

作者相信，近三十年民间文化的复兴是老百姓自主修复日常生活的表征，他们以多种自愿结社的方式
重建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是一个公民性不断成长的文化共同
体和道德共同体，形塑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由高丙中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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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年生于湖北，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民俗学博士学位，199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
博士后证书；并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1996～1997)、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2001～2002)、哈
佛一燕京学社(2010～201
1)做访问学者；1999年始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亚太中心管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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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　　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人类学有不解之缘。
在上半个世纪，中国民俗学从发轫到初步定型的整个过程所积累的学术规范主要有两大渊源，其一是
研究神话、传说、故事的人文学科，其二就是把民俗作为古代“遗留物”来研究的早期人类学，中国
学者从这两个源头汲取思想方法，创造了研究中国民俗的成功例子，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闻
一多的端午习俗研究。
当民俗学在19世纪70年代末得以重新恢复的时候，这些例子成为大多数民俗研究的典范，并带来了此
类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的空前繁荣。
与此同时，这两种学术传统在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中国民俗学的范式危机
逐渐成为学界同仁关注的～个中心。
在这个危机关头，当代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可能成为中国民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取向，可能成为中国民
俗学最有效的生长点。
　　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　　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是一些有深厚的国学根基的现代学者在借鉴西
学研究中国民俗的过程中奠定的。
这一传统可以分为西学的理论方法和中国民俗学的先行者的研究范例来叙述。
其中，影响中国民俗学的西学大致可以分为人文学科的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民俗研究传统，至于，中
国学者的研究范例，我们只选择影响最广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和端午节习俗研究（闻一多
）加以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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