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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后的中国，百废俱兴。
为恢复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固有的学术传统，主持中文系工作的徐中玉教授，在对留校的青年教师多次
专业考核后，亲自执笔修书一封，选派刚从事文艺理论的我上京，投奔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
教授门下，进被当今民俗学界戏称“黄埔一期”的讲习班研修，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自1979年至1983年，我有幸得以两度进京，聆听费孝通、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白寿彝、马学良
、杨垫、罗致平、常任侠等一批著名老教授，以及当时年富力强的刘魁立、张紫展、乌丙安、王汝澜
等老师亲执教鞭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讲座，先生们铮铮的教诲，唤起了我对所研修专业的洞察和挚爱
。
其间，罗永麟先生极力推荐我参加刚成立的上海市民间文艺研究会和《采风》报社，兼任编辑和协会
工作，得以有机会经常深入乡间原野、城市里巷，直面清新刚健的原生态民风俗。
从此，从理论到实践上彻底扭转了我文化艺术上原有的文人立场和观念，孕育了我从“田野作业切入
的三重论证”研究问题的方法，奠定了我日后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倾向。
本教材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
    在上述基础上，自1982年开始在中文系、外语系、心理系先后开设了中国民俗学课程，经过多年的
课堂和社会交融的实践，以及日本、德国、苏联(俄罗斯)、芬兰、美国等国民俗学的比较研究，中国
当时现有民俗学教材的分析对比，逐渐初步构建了自己的民俗学框架和理念。
这就是本书原版1989年出版的《中国民俗》。
本书与一般的民俗学概论不同，它从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像——“民俗”出发，结合生动的活态民俗
事项，层层解析，对民俗的表层范式、深层结构、本质特征、社会性能、发生规律等进行了系统的缕
析，其间不乏一些个人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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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在古越地民众心底深处，它是一个没有固定偶像的崇信对像，如浙江原有的“龙圣”信仰。
中国越地农村遗存有以“龙圣”祈龙求雨的崇信，其中的“龙圣”与学人一般的想像大为不同，往往
只是一些普通的水生物，甚至还可以是昆虫。
由这一事实而参之以上古文献，可知，在中国先民的心中，有统一的龙的理念，却并没有统一的龙的
图像。
这种无一定之形、无一定之性的龙，其实正是中国龙的原型所在。
所谓“龙圣”，即是越地农村求雨中被祈祀的一种活的龙体。
现实中就是越地农村常见的以水生物为主的小动物，在祈雨意识中充当龙的角色，受人顶礼膜拜。
在中国，提起龙，似乎没有人不知道。
对于它的尊容，又似乎无人不晓。
自唐宋，特別是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帝王宫殿、服饰中，那种“龙，角似鹿，头
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①的黄色金龙，时常出现在人
们眼前，为人所熟识。
但是从中国龙形像的历史角度看，这一形像其实是后起的，是唐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中间受到了印度
龙王——那伽——实译为蛇王形像的渗透和影响。
②而在越地民间稻农的心目中，这种龙形也仅仅是龙所表现出的一种形态。
龙在他们神圣的求雨祭祀里，存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黄鳝、水蛇、青蛙、蛤蟆、鱼、虾、龟、
蟹等等。
这与自古以来，传统文献中所载的龙形，大相径庭。
对习惯于故纸堆里探究龙的学者来说，恐怕对此也闻所未闻。
龙形像的原形的多样性，不少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并有过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而越地农民求雨的祈祀的对像龙圣各种形态，它不用说，名不见经传，而且，其状貌，更难于与我们
一般人心目中的龙形像发生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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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学》：高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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