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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点书外的感触——《走进民间》读后　　欣士敬　　春节后的一天下午，老朋友康新民来我家
中聊天，临走时从他的拎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本名为《走进民间》的书稿，说是要我帮助看看并写
一篇序言。
　　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惊讶。
因为老康近年来手有点抖，居然写出如此之多的文章，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第二个感觉是高兴。
老康发表过不少作品，专著就出版了好几部。
从书名看，一定是有关民间文艺方面的新著。
老康的特点是：没有一定的把握，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是不会轻易示人的。
书中会有些什么新的见解和新的发现呢？
我庆幸有机会先睹为快。
　　第三个感觉是犯难。
这自然是指要我写序言一事。
我推托说：“找别人写吧！
”他说：“找不到，年轻人不肯写！
”哦！
我明白了。
年轻人不肯写，不是不能写，也不是不愿写，而是因为在老康面前，他们都属小字辈，他们是不敢写
。
可我这个痴长了几岁的老家伙同样也不敢写啊！
　　在民间文艺领域内，老康是专家，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学生。
小学生对专家的作品品头论足，岂止是班门弄斧，简直就是兔子逗老虎，太自不量力了。
至于年龄，那是算不得什么的。
“越老越不值钱”，这几乎已成为当今许多人的共识。
我岂能倚老卖老！
　　但是，不写一点什么，似乎无法交代。
我和老康，既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老邻居。
1960年，我们就相识了。
那一年，我们同时调进镇江市级机关，他在文联，我在文化处。
虽说是两个单位，其实是合署办公；工作内容虽不尽相同，却要求互相配合。
当时文化处的正副两位处长都兼文联副主席。
布置任务、总结工作、政治学习都在一起，突击任务来了，更是全力以赴，不分彼此。
因此我和他互相都知根知底，十分熟悉。
　　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仍同在镇江文化系统，后来又同住一幢楼房，他在四
楼，我在三楼，他家有什么大的动静，我都听得到。
80年代起，他因为工作、研究成就突出，在全国和省里屡屡获奖，评上了高级职称，成了镇江市文化
系统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成了文化名人。
但我对他并不感到生分，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名望高了，而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骄矜之色。
　　面对这样的关系，我无法拒绝。
　　怎么办？
一直到将《走进民间》读完了，我才想起，何不就写一点读后感呢！
因为，读后感和序言是不同的，不管耷不在点子上，应该都不算是十分讨厌的。
　　那么，写点什么呢？
　　《走进民间》这部书是康新民历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部分作品的选编。
包括民间文艺理论探讨、民间采风活动纪实、民间文艺人物写真、民间文学作品原始文本以及他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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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生活记趣、人物回忆，等等。
是康新民作为一位民间文艺家的思想、工作、生活实录，也是回溯、研究近50年来镇江民间文艺事业
的亲历资料。
　　作为他的老同事，对书中提到的许多理论问题，限于知识浅薄，不便妄加臧否，但对提到的许多
活动，却是知情者、熟悉者，甚至有的还是参与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切入点来写一篇读后感，然而
我找来找去，康新民的身影却总是躲躲闪闪。
有一些事，明明是他的创意、他的策划、他的主持，却常常用“我们”这个外延、内涵都不十分确定
的主语来代替，从而模糊了他在这些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内敛的写法，虽然是谦虚的表现，但如果我囿于这种设定，下笔时就会觉得不顺畅、不尽意。
故而我只好既“走进”这部书、又“跳出”这部书，用我了解的书外的客观存在，写一点也许不像读
后感的读后感。
 40多年来，康新民在文联、在文化馆做过许多事情。
在组织、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和群众文艺创作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但这些都被他在民间文艺
方面的成就所掩盖了。
即使是在民间文艺方面，他表现出的才能，也不局限于创作和研究，在组织民间文艺活动和开创民间
文艺事业方面，同样也是卓有成就的。
这方面，在《走进民间》中有所提及，但正如前面说到的，往往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其实，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镇江民间文艺方面的许多活动，大多是他主动提出、主动策划、主
动组织并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他个人是起了重要的或是关键的作用的。
在书中，他不惹人注意地把“我”字隐藏起来，其目的似乎是不让人有“突出个人”的误解。
但作为熟悉他的老同事，就不能不公允地指出：在民间文艺方面，他做的许多事，如果换一个人，也
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即使做了，其过程和结果也会大不一样。
例如1987年在镇江全市开展的民间文学普查以及随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就集中体现了康新民的工作
特点和学术思想。
　　当时举办民间文学普查的动因是：上级文化部门布置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如果单纯从完成任务这个角度出发，不搞普查或是小范围调查调查，也是完全编得出来的。
因为在此之前，康新民已经组织过多次采风活动，组织过多次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国内报刊上发
表过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编辑、出版过《画固山》、《金山民间传说》、《镇江民间故事》等多部书
籍以及《乡土》小报，再加上他手中掌握的资料，完成选编任务是不在话下的。
当时，先后上马的共有十套集成、志书，但是，谁也没有像以康新民为主任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
室那样，抓住这个机会，来了一次家底大盘点。
他们先后发动了5000多人，深入到全市各个乡镇开展普查，搜集到6000多篇民间故事和歌谣，还有近
万条谚语，总字数达1600万字。
全市（包括所属县区）98个乡镇，个个都编出了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料本。
在这样广泛发动的基础上，精选出的镇江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自然是积淀深厚，好上加优，不仅获
得了上级文化部门的表扬，也为全省三套集成的选编放出了样子、打下了基础。
同时，通过普查，也了解了家底、培养了骨干，为下一步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这表现出他在工作中，’不是就事论事地以完成任务为最终目标，而是从文化事业或是民间文艺事业
这个大局出发，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力争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民间文学普查结束了，民间文学资料丰富了，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路走下去，必然是集中精力于
案头，将三套集成编好。
但是康新民不，在事业心的驱使下，他比一般人想得多、想得远。
他除了施展他的组织才能，延揽了一批民间文学业余作者帮助选编集成外，还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
放在普查工作的延伸、扩展和光大方面。
具体地表现在哪里呢？
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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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适时地举办了“民间故事家、歌手大奖赛”。
采风普查时，民间故事家、歌手都是分散在田头、农家表现他们的才华的。
而康新民和他的工作班子则将他们集中起来，在处处都有故事的金山风景区内开展比赛。
他还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北京、南京21个知名单位来做主办方，组织了一批民问文艺专家前来观
看、评论，在比赛中表彰了一大批故事家、歌手、普查员和工作人员，使各方面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得
到了保护，这就将普查工作真正做深、做透了，并将影响力扩展到镇江市范围以外。
而在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故事家和歌手，其后又以其他方式走向了全省或全国，充分展示了普查工作
的后续影响力。
　　第二，跟进地开展意义深远的民间艺术的调查。
在1987年以前的20多年里，康新民一直是民间文学工作的先行者，他也因此而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了
相当的知名度。
然而，康新民并不满足于他在民间文学园地里的耕耘。
普查结束后，他又将眼光转向了民间艺术。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
也许是民间文学普查中的触发，也许是早就孕育于心了。
反正我知道当时上级文化部门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人明确地提出要他如何如何。
就这样，他凭着他的责任心，凭着他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事业心，主动地将民间艺术抓起来了。
他做工作有一个特点，不做则已，做则总要做出点名堂来。
当时他的行政职务是市文化馆馆长。
他调动了馆内的部分人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大小小20多次的民间艺术采风，走访了200多位民间
艺术家，用摄影、录像等手段记录了面塑、石雕、竹编等多个民间艺术技艺流程，积累了一大批艺术
品和资料。
其后，他又选择性地推荐一些民间艺术家参加省或中央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和评比，并因此而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金奖）；他又为许多民间艺术家写了专访，在报纸和电视上宣传，并推荐他们
申报有关的艺术职称，在90年代中期，全市就有10多人先后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问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
这些活动，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工艺有了复苏的可能，一些自生自灭的工艺得到了扶持。
镇江市也在保护、抢救民间艺术工作方面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这为10多年后开发旅游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工作做了实实在在的前期准备，显示出他工作中
的前瞻性和全局观念。
　　第三，开创性地建立了民间文艺资料库。
这件事在《走进民间》里有所谈及，但他写的大都是别人如何支挣、领导如何鼓励等等。
这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可对这个创意是如何提出的、遇到困难是怎样克服的，却轻描淡写，基
本没说。
建立民间文艺资料库虽然有在民间文学普查中积累了大量资料的客观要求，但进而想到建立一个永久
性的、安全的兼有继续积累作用并为研究提供方便的单位，却是一个很具创造性质的设想。
不仅前无古人，至今20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后继者的声音。
是不知道吗？
当然不是。
是不屑做吗？
也不见。
得。
恐怕主要原因是太困难了。
国家没有要求，上级没有布置，要说破嘴皮申请经费和编制，要厚着脸皮寻找场地和设施，要看难看
的脸，要听难听的话。
如果不做呢？
工资照常领，福利照常拿，谁也不会责备，谁也不来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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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康新民想到了，坚持去做了，最后成功了，从而在全国民间文艺界高高
地举起了一面旗帜。
　　这三件事有一次性的，有阶段性的，有永久性的，虽然实施的时间略有先后，但都贯穿着一条主
线，即弘扬民间文艺事业、发展民间文艺事业，反映出康新民的计划性、创新性，而其基础则是强烈
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这也就是几十年来他一直成为镇江市乃至江苏省民间文艺界领军式人物的根本原因。
　　这些话，在《走进民间》这部书里好像是找不到的，也是我久藏于心而没有机会说的，现在把它
写出来，算是我对老朋友要求的一个回应。
　　最后再一次申明，以上写的不是序，而是既像读后感又不像读后感的一点感触。
　　201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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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康新民编著的《走进民间》这部书是康新民历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部分作品的选编。
《走进民间》包括民间文艺理论探讨、民间采风活动纪实、民间文艺人物写真、民间文学作品原始文
本以及他退休以后的生活记趣、人物回忆，等等。
是康薪民作为一位民间文艺家的思想、工作、生活实录，也是回溯、研究近50年来镇江民间文艺事业
的亲历资料。

作为他的老同事，对书中提到的许多理论问题，限于知识浅薄，小便妄加臧否，但对提到的许多活动
，却是知情者、熟悉者，甚至有的还是参与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切人点来写一篇读后感，然而我找
来找去，康新民的身影却总是躲躲闪闪，有一些事，明明是他的创意、他的策划、他的主持，却常常
用“我们”这个外延、内涵都不十分确定的主语来代替，从而模糊了他在这些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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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新民，1937年出生，曾任镇江群众艺术馆馆长、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主任等职。
研究馆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80年代创办《乡土》报。
90年代创办全国首家民间文艺资料库已出版《大地的吻》、《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民间风采》等
书。
《大地的吻》获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梁红玉击鼓战金山》获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画嘲
山》等入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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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探索研究
镇江文化的“基因”
《华山畿》和梁祝故事
“水漫金山”断想
《白蛇传传说》根在镇江
《白蛇传传说》研究述略
镇江民俗文化的魅力——发展民俗旅游的一些思考
镇江民间文化扫描
脍炙人口的镇江历史人物传说
神奇绚丽的镇江风物传说
陆瑞英民间故事的学术研究价值
有感《徐州民间文化集》
绚丽多姿的溱潼会船风俗——“溱潼会船专家论坛”发言提纲
群星璀璨光彩夺目——观江苏省民间工艺作品博览会有感
重要的课题有益的尝试——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和再创作
镇江岁时风俗
祝贺《乡土》过生目
墨宝飘香情韵悠悠——文化名人与“中国第一库”
耕耘跋涉建宝库
读诗有感
拾起丢失的记忆
《口传文艺研究十人集》序
《收回评论权》序
《乡歌》序
《韩荣庆邮票拼贴画作品集》序
《食缘》序
《吉庆有余》序
《镇江童谣》序
二、采风散记
走，下乡去采风
田野上的“歌会”
山歌女王
唱给牛听的山歌
排筏工人的歌谣
小山村里的儿歌声
镇江民间工艺品“三绝”
堆花团面塑在镇江
卖丝线糖的老人
儒里的故事家
正是柿子熟了时
茅山路
镇江民间玩具
日本玩具“丰年驹”
待开发的民间文化资源
激活孩子们的智慧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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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香醋摆不坏
话说肴肉不当菜
面锅里面煮锅盖
三．生活记趣
母亲的“唠叨”
妈妈的心
老夫老妻的“悄悄话”
听妻唱歌
“按键”的乐趣
难得住回医院
我家有张长板凳
北固山下买江虾
北固晨练
各得其乐
“小吉”八十
寿宴
“小吉”
老杨
老夏的爱好
钓鱼
老友相见“拱拱手”
去跟老奶奶学烹饪
夫妻政协委员的情结
四、足迹留痕
叔叔给我戴红花
香茶献给陈司令
古炮台情思——献给鸦片战争镇江抗英保卫战一百六十周年
大桥之歌
金山风铃
焦山碧玉
北固龙埂
梨园落英
管人头的人
心祭
小梁祝——华山畿的传说
千里送鱼苗
四嫂子
京江怒涛
五、难忘记忆
难忘泰斗钟敬文
缅怀郭维庚先生
纪念王筱堂先生
怀念欧扬
怀念戏剧家杨雪怀
宗震名先生博学广采三题
六、文本研究
镇江工匠传说采风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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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四十位工匠讲述的原始文本
回忆鸦片战争镇江抗英斗争传说、歌谣的采录
附录二 鸦片战争镇江抗英斗争传说的整理文本与原始文本对照
附录三 鸦片战争镇江抗英斗争歌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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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江苏省委关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的报告中，提到苏、锡、常是“吴文化”，南京是“金陵文化
”，扬州是“维扬文化”，徐州是“两汉文化”。
镇江到底如何来界定它的文化称谓呢？
镇江文化“基因”又是什么呢？
　　民间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根，它理所当然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试从民间文化的角度谈点想法。
　　镇江地处“吴头楚尾”，历史悠久，古人称镇江是“江山清绝，襟吴带楚”，这里是长江和大运
河十字“黄金水道”的交汇点，是楚文化和吴文化的冲撞带。
我们可以从镇江民问文化中，看到它既有北方文化的质朴、粗犷，又有南方文化的秀丽、细腻。
镇江民间文化的粗犷和细腻、质朴和秀丽是南北文化交融、冲撞的结果，是南北文化取长补短、推陈
出新的结果，是镇江本土文化的新貌。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大范围的文化冲突，就不能产生文化的震惊。
　　我国四大民间传说《白蛇传传说》，流传近千年并没有“水漫”一说，直至清代方成培改编的《
雷峰塔传奇》，才有了故事高潮“水漫金山寺”。
这一节既增加了故事传奇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又表现了白娘子的人情味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充分
体现了民众愿望。
为什么作者将“水漫”情节设计发生在镇江，而不发生在杭州或苏州？
这很值得人们思考。
镇江地处吴文化和楚文化冲撞带，南北文化的碰撞必然产生文化上的“飞跃”。
古代的金山是长江中一个小岛，四面环水，人称“浮玉”，山上香火缭绕，加之处于长江下游，潮涨
潮落⋯⋯富有一定的神秘性。
金山的独特地理位置为作者提供了创作想象空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一方文
化。
　　最近，为了展示江苏特色文化，树立江苏文化大省形象，江苏省在北京举办了“江苏文化月”活
动，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选送了“正则绣”的精品参展，受到高度好评。
而“正则绣”的创造，正体现了镇江文化在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是镇江文
化敢于吸取先进文化创新的又一例证。
　　“正则绣”始创于我国著名的美术家、教育家吕凤子先生创办的丹阳私立正则女子职业学校。
丹阳，不仅是丝绸之乡，还是江南著名的乡绣地。
20世纪20年代初，吕凤子先生在研究传统绣品的时候，发现以传统工艺绣出的作品，虽然精细秀美，
却缺乏活力。
吕风子先生和他的学生、副教授杨守玉便试验了一种新的绣法。
他们在继承传统绣品技艺的同时，吸收西洋画的色彩原理，打破传统工艺技法，以长短不一的线条、
灵活多变的针法、层层相叠的色线，将呆板的刺绣，一改为“富有立体感，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
绣品，并定名为“正则绣”，即后来的“乱针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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