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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民俗学文库》在华东师范大学985社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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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历史描述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实地访谈与个案研究：以基本问题为视点，对20世纪
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进行思索与考量。
探析其发展变化的历程，揭示民间文艺学思想的内容及其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从而推动民间文学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发现其产生危机的症结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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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巧晖，女，副教授，1975年12月出生，山西襄汾人。
200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
 同年，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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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其写作言词和形式上的历史性和情境性，使得研究者割裂了它的历史沿袭性，将其视为另
类，笔者用“新”来概括。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钟敬文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具有一定的学科意识。
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介入这个领域，最初主要采集、记录民间歌谣等，同时开始探索和谈论，用
文学的眼光进行思考和评论。
之后，他迎来了学术生命中的高潮，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后，他开始接受日本以及欧洲民间文学的学术
思想，视野逐步开阔，尤其是受到西村真次教授的影响，接受了人类学和传播学派的思想，他对民间
文学的研究突破了纯文学的视角。
就在这个时期，他意识到民间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写作了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篇章《民间文艺学的建
设》①（以下简称《建设》）。
对《建设》一文，几乎所有涉及钟敬文研究的文章都会提到，对其评价大致分为两类，即他个人学术
的里程碑和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标识，以历史、客观的眼光来看，前者更符合历史事实。
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情境，更不能从当前作者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出发
。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期为钟敬文在日本留学期间，也就是他的学养迅速扩展和充实的一个时期，尽管杭
州时期从有组织的活动方面说，钟敬文实际已经身居国内民间文艺学的倡导地位，（《民间文艺学及
其历史·自序》提到“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一时成了中国这方面新的学术中心”。
）②具有“青年领导者的身份”。
③但是他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却不能过于夸大。
对这篇文章细读的学者非常多，笔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其重新阅读。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一点，将民间文艺“作为一个对象，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之前从
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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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博士期间就关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本课题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的延伸，虽然对该课题的研究告一段落，但感到对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
学的了解才刚刚开始，并越来越感觉到了它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民间文学学术史
、思想史的兴趣。
“研究思想史首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深邃的思想者”，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书中有许多
不尽如人意之处，只好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书中观点和思想我虽意犹未尽，但不想借后记杀个“回马枪”，没有讲完的只能留待以后再做详细考
究。
至于研究过程中的苦衷，讲出来唯恐被人斥为“无病呻吟”。
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历时近三年，三年来几经搁笔，个中滋味，的确难以与外人道。
因此，在后记中不“呻吟”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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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获华东师范大学985社科规划《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推广》
子项目资金资助。
在新世纪，民间文艺学不能像以往那样对西方或者民俗学、作家文艺学简单复制和移植，仅仅作为其
他学科的资料系统或者注解，而应立足于本土与自身的研究本体，使得中国民问文艺学对中国问题具
有解释效力，并产生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问题、话语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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