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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沉睡了千百年的怒江大峡谷及其所孕育的丰富多彩、别具特色却又鲜为人知的怒江各民族文化，今天
终于与世界拥抱在一起，迎来了一直向往她、渴望探寻她的一百一十多位中日学者。
“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中日两国学
术界的又一次盛会，而且将是怒江州文化、学术史上的里程碑。
让我们为在怒江州首次举办如此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表示祝贺！
莅临本届研讨会的，有来自日本以著名学者伊藤清司教授为首的40位老、中、青学者，有来自中国北
京、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近八十位学者。
其中，有三十多位是生长、生活、工作在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少数民族的学者
。
今天，大家济济一堂，以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为主题，展开对中日民俗文化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的
深人探讨，这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推动怒江州民族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扩大怒江大峡谷的
知名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此，我谨代表本届研讨会组委会向与会的中日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欢迎。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口承文学、民间信仰都是民俗文化中重要且具特色的文化事象。
某些口承文学样式，还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
神灵观念、祭祀活动、文化心态、民俗传承场等又与口承文学相融合，进而构成了许多特色文化。
怒江大峡谷的民族文化更是如此，而且大多具有活形态的特征。
如果说，云南是一座世界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的话，那么，怒江大峡谷就是保存鲜活的诸多古文化样
态的博物馆。
从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形式到现代宗教，从神话、歌谣、原始性史诗、传说、故事到抒情-叙事长诗，
从庄严肃穆的祭辞吟诵到欢快诙谐的男女对歌，从敬神娱神的各种祭仪到自娱自乐的民间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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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1年的某一天，云南大学校办让我参加接待一位日本学者。
这位学者就是日本鼎鼎大名的神话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民俗文化学家伊藤清司教授。
记得与伊藤清司教授交谈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但伊藤清司教授的谈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提及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云南少数民族的口承文学非常丰富，让日本学者早已心向往之；二、包
括神话在内的各种口承文学样式，应开展深入的比较研究，尤其是日中神话的比较研究；三、建议云
南大学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建立学术联系，加强日中学术交流。
伊藤先生的话给我最大的启迪是：神话学及口承文学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应当不断拓展学术视
野和研究空间。
大约是1982年初，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君岛久子教授来访，特意约我与何跃华先生到两位教授下
榻的翠湖宾馆见面、交谈。
令我惊喜的是，君岛久子教授特意带了刊有拙作的几期《思想战线》，就我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探讨。
君岛久子教授特别希望我能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作更深入的研究。
记得1979年我在钟敬文教授门下进修时，钟老特别叮嘱我要好好研读神话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一辈子
守住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并介绍我去拜访马昌仪先生，说她会给我帮助。
果然，我如愿以偿，马昌仪先生将她搜集到的神话研究著作、相关论文目录及相关信息无私地提供给
我，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联想起君岛久子教授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我从事少数民族神话及口承文学研究的信心。
1983年1月，正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的伊藤清司教授再次赴云南访问。
云南大学指派我参加接待。
在陪同伊藤清司教授在昆明参观、考察期间，我们有机会进行了广泛交谈。
先生既平易近人，又不失大家风范，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对资料（文献资料及民间存活的资料）的
高度重视，期待与中国学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真诚愿望，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伊藤清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到我当时十分简陋的寒舍同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餐家常便饭，留下一张与我
们全家的合影。
在以后与伊藤先生的二十多年的交往中，笔者受益良多。
可以说，伊藤清司教授与钟敬文、袁珂、张文勋等教授一样，都是对我一生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老一
辈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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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间文学资源信息组织的重要性民间文学资源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对象，借助于互联网对其
进行信息组织与传播，可打破地域、语言、种族的各种限制，记载、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激发人们
对异质文化的兴趣，为置身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提供了理解多元文化的资料。
民间文学作品的简洁性和口语化，使其成为普通大众，尤其是孩子的重要精神食粮。
同时，民间文学丰富的内涵成为众多学科如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化学、人类
学、考古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民族科技、地方自然与人文历史变
迁、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从中找到资料依据。
从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历史法需要回溯资料并考证其年代谱系；比较法需要在大量的原始资
料的比对、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学的地域、民族、形式、母题、原型、功能进行时空比较
；个案法需要建立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参照坐标。
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有序的原始资料的整理的基础上。
对民间文学资源进行科学的信息组织，不仅通过主题揭示的全面性和整理的有序性达到检索的易用性
，而且还有利于对原始资料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有利于发现学科研究的生长点，避免研究
的重复选题和出版的重复，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便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和多学科多维度视野进行宏
观审视和系统比较，从而准确把握民族文化、口承文化的特征，并在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拓
展新的领域。
因此，对于民间文学信息资源，不仅要保护其物质和内容形态不受损毁，而且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
全面系统的信息组织，使其有序化，成为有关联的系统化资料，使人们从审美、教育、语言学习、民
族认同、学术研究等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得到满足。
民间文学资源的信息组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民间文学资源的特点从信息组织的角度看，民间文学资源具有的以下特点：1．载体的多样性长
期以来，民俗学者、口述历史学家、人种音乐学家和文献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些珍
贵的民间遗产成为一些专业团体、大学、图书馆、档案馆的藏品。
这些作品的载体除了文本记录外，还有田野笔记、录音、录像、照片等。
这些用纸张，涂蜡、镀锌圆盘、圆筒，LP唱片，密纹唱片，激光唱片，磁带，录像带，胶片和照片等
不同载体记录下来的资源对收藏条件和使用设备的要求不一，有些已濒于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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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已先后举办了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其中，第三届是与“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为一体进行的。
作为三届研讨会的发起人、策划者和主持者之一，笔者似乎有必要借此机会对相关情况作一些回顾、
反思与说明，这也许打破了“后记”的“写作规范”了吧。
首先谈谈我与日本学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与其他研究者一样，笔者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力所能及寻找到的学术著作，从理论上充实自己。
但当时的客观事实是：由于十年浩劫耽误了大好时光，长期又处于某种相对封闭状态，应有的学术视
野、积累欠缺；对国内外民间文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动向难以得知，故而在内心深处十分渴望了解外
部世界，获取民间文艺学、神话学在国内外发展状况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云南的民间文学以及神话学研究十分活跃，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然而学
术视野的偏窄，对当今世界相关学科走向知之甚少，故难以形成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意识，也缺乏从更
大的时空范围来审视、把握研究对象的自觉。
1979年，笔者虽然有幸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钟敬文先生主持的“民间文学暑期教’师讲习班
”，获取了当时国内最新的研究信息，却更加感觉到了解国外同行研究信息的紧迫性及自己理论功底
的不足。
因此，在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如何寻找新的理论支撑，拓展学术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就成了我
在20世纪80年代的期待与渴求。
万事起于缘。
我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由于我身处云南这块热土，故能较早地开始了与日本学者的
接触和交往。
1979年3月，由钟江信光、波多野太郎教授为首的日本汉学家访问团到云南大学访问，我参加了接待。
席间两位日本教授突然提出要求，要我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口承文学。
当我简要地介绍了当时我所了解的云南少数民族口承文学的概貌之后，赢来了日本学者的一片掌声。
几个月后，我收到波多野太郎教授寄来的一份刊有我的发言摘要的《龙溪》杂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

编辑推荐

《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由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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