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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

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惊而又有别。史

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苦i吾与活

动，所谓"左史记言，有史记事"是也，

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技凝固化

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

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

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家之宫"

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

判古今，其叙事则是详往而略今$志家

i应求的是事物之本来，极而不议是其根

本特色，并不注入志家个人的议论评判，

其记述则是详今而略性。志与史是中国

文化之两大讲|薇，其意义均不待宵。

志书之由来也渐，若计其掘头，大

略有囚，即《禹贡》、《周礼》、《山悔经》、

《华阳回恋》。中国古代志书之类别亦以

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一麟，成书于

周秦之际，基于"茫茫禹迹，回为九州"，

全丽记录九州之山川|、土壤、物产、贯

赋、道盟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澜。《禹

贡》之后，代有绍述，背挚虞之《曾克服

经))，南朝陆橙之《地理书》、顾府正之

《舆地志))，隋虞茂之《匹宇罔志))，庸孪

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元和郡县阁

志))，规模渐大，内都也更为丰实。重宋

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ìê))、王存之《元

丰九域志》。元明清二三朝均有规模宏大的

·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大清…统志)) , 

巳达 560 卷之旦。

《周礼》亦成书于周秦之际，以六官

为纲备列四周制度，有天官家帘，上自

大宰，下蓝度来，计 63 种官职职掌;又

有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

官司寇、冬官词空，所领官职均过于天

宵。对六1f所属各官职， ((周礼》均先记

官名、鹊秩、人数，再罗辍其职掌，此

乃中国典志之掘。自《周礼》后，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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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古代志书的…大门类。诙类志

书以制度为主，兼及其他。最具代表性

者，有杜佑之《通典队郑樵之((通志》、

马端11伍之《文献通考))，亦即"三迪"。此

后，又有《续涌典》、《续涌志》、《续文

献通嗒))， ((清朝通典》、《清朝:ìl自志》、《清

朝文献通考》。上述6种志书连同"三通"

合称"九通\另外，诸朝之"会要"如

《回汉会要》、《东汉会要》、《庸会要》吓了，

亦!离典志之类。

《山海经》包括 ((]i藏山经》、《海内

经》、《梅内外经》、《大荒经》等内，容，主基

本部分成书于秦统一前，主要记述涉及

诸地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与

神话，由于其内容中多有后人不能认知

之成分，常被斥为荒诞不经。《汉书·艺

文志》将其归于形法家; ((隋书·经籍志》

并以眉之志多将其列入地理之书; ((囚!军

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是"小说之最古者

尔勺鲁迅先生在《中回小说史略》中则

认为是"古之巫书"。我们认为，从其主

体内容看，既以记录风土民俗、神话传

说为特色，应当是中回风士;志之掘。在

《山海经》之后，风土之志渐兴，有地域

性风土志、事类性风土志等等，前者如

晋周处之《风土记》、宋范致明之《昂阳

风土记》、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清

王柏心之《监利风土记》等;后者如南

朝梁宗慷之《荆麓岁时记》、北辄杨街之

中院到 P巳俗 j赢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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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f各阳伽蓝记》、唐韩鄂之《岁华纪闹》、

南宋陈元制之《岁时广记》等。另外，综

合性的调志式风土记也间有出现，东汉

应助之《风俗通义》是其代表。

《华阳罔志》为晋常藤所撰。该书亦

名《华阳国记))，所i记己地城为宙九州之一

的梁州州、t ((禹员》日"华阳黑黑A水惟梁才外州、↑训「川|

故称《华阳罔志》趴。 i该衷志内容包括地理、

人文历史与人物主部分，是有关该地的

综合记录，故ñJ视为中国方志发端之代

表作。此前的春秋战国迄秦汉时代，亦

多有地城性著述问t址，东汉的"郡国之

书"更是风行， {且都是某一类的专志，或

i己历史，或记地理，或i己乡党营旧，还

不烧究榕的方志。《华阳国志》之后，方

志之书蔚然而兴，尤其是明清时代，省

有涌志，州府县镇亦各有志，知名学者

多参与其中，也之地理、人文、陆革、

物产、回赋、教育、风土、人物、灾界

等均囊括其中。方志之续修补察亦保障

了其功能句内容的常船不辍。据统计，仅

清代编修的方;志就达 4655 种。

综上所述，地志、典志、风土志、方

志构架起中国f专统文化的横向支架，它

们与各种史乘所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锹向支架相组合，使生成了中罔传统文

化代相传承的来龙去脉，涵括了中国传

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涵。

近时以来，随着新朋论的传入与建



立，面向社会与人文的新学科也层出不

穷。古代志书中的地志、典志已完成其

历史使命，或1C入新学，另成门户:政

埋没无闻，未有绍述。方志与风土志则

未有替代者，无论其编幕方式、编寨内

容，还是其基本功能、学术意义与现实

惠义，都不可替代。故尔， 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后，新方志之编修勃兴，自各省

之省志至各市县之市志、县志，多编修

·过，至于镇志、村志亦颇有编修。与

之相应，各种形式的民俗志亦承风土志

之主脉，悄然兴修。有地域性民俗志，上

承周处之《风土i己))，一省之民俗志、一

市一县甚烹…村之民俗志陆续而世 p 有

事类性民俗志，上接《荆楚岁时记》、《岁

时广记))，自婚丧居住到岁时节日均间有

问世者。惟涵恬全国、上承《风俗通义》

之民俗通法;尚付l阀如，这对于民俗忠、民

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大缺憾，

最侍应补。这是我们发胡编篡《中国民

俗遇志》的本意之一飞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构

建中，民俗句民俗学的意义是前提性与

基础性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宽争中，

民俗与民俗学对于所在文明体的生存与

发展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肴，各文明体都

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

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的

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归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

的道路。…种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

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

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

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邮是在相对

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z 此

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

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

范围的文明体E 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

入剖定刑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

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

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

密不可分，无论是Æ型中的文明还是]t

巳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

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

明体的发展日直在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

张性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

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

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

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

突论"者立论的基点。

另一种道路是文明的交流句融合。

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

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

这种交流日前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

交流巳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

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

是因风民俗、艺术审荣，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辛辛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

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各

自的特征t也不晰减弱，人类文明的问…

性日渐彰显。这一方因是由于文化兼并

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现存文明体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

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辛辛纳已成

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

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元同一，这

是"文明问一论"戚"文明融合论"者

立论的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论"抑戒"文明同

一论"\、"文明融会论

得失，因为它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

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

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拉

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

离，使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使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

的世纪戒者更长…段时间内，全球经济

一体化与借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

民族的分野会不晰减弱。但我们还必须

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樊文明进程的

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

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元共存与竞争

甚冲突是锥持人类文明行i茸的根本动

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

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

中 自强 E电 俯 i理 正在
41 民间语言志 …叫一一一

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到人类文明实

现完全同一之日，恐怕也就是其走上衰

亡之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人类文明冲

突与间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种文明

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

文明而育，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文

明便告亵歇;纪元之初，希腊文明消逝

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古印度文

明也退出了历史舞白。这些班去的文明

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间化人新的文明

形态，逝者斯犬。历经枪桑的中国文明

在步人现代文明之林脂，面临着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

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我。

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句

希腊文明那样?台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

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

愿望当然是后者。

恍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

t股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回人

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

绵延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

族意识是不可俞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

根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敢的沃壤，

中国文明之干才会枝繁叶茂、常青不衰。

而面对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如何清理芜

杂、铺就基石，如何开垦优秀文化传敢

的沃壤，则是我们民俗研究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众所周知，无论是民族精神、民族

文化，还是民族意识，其蒜点都是民众

百姓中所萌发、所传承、所蕴含的存载

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

思维偏好与审荧价值取向，也就是民俗。

自文明产生之后，社会文明或者说社会

文化就区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而且，在

传统社会，这一分野的距离在不断的扩

大中。中国古代的"风"与"雅"、"俗"

与"礼"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分野。风与

俗是民间社会所拥有，雅与礼则是上展

社会的专有物，也是所谓的正统文化所

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也好，研究传

统也好，对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充溢

于文巷、人们都可以津津乐道的正统文

化上，从四书1i.经到三十四史，从楚辞

汉赋到庸诗宋词，还有儒道法题，但这

些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全部，也未必是中

国文明的本体所在，我们的视点还应当

同时或者说更多地放到负载着几千年文

明的芸芸众生之中。

从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看出，风与

俗是雅与礼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

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

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

典雅的庸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歌

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

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

它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

不间断的过程。正统与民间的这种矛盾

互动酿就了几千年的中罔文明。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风与俗就是中

国文明的帽、泉所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作

为正统文化的雅句礼虽然不晰地向民间

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征服、

改变民间社会的风与俗，民间社会生生

不息、调源不断的风句俗依然是最多数

民众的白皮选择。即便是那些 k层社会

中人，札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

去的民间风俗的濡存，这又缘于他们本

身大多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

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

基于中国文明双元结构的特性及其

特定的矛盾运动方式，要真正认识把握

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

真正认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情、我

们的民族性，就必须全面认识千千万万

民众中所生发、传承、使用并认知的民

间风与俗，这是我们发起编憨《中回民

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事实上，对于民间风与俗也就是民

俗的关技由来已久，自周秦至明清，观

来风俗、注重民间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随着近代人文

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民俗研究与民俗

学也正式肇始。自 1919年前后的歌谣征

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

的创刊至今日八十多年。在中国民俗学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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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的历程中，民俗学人们毕路蓝

缕，历尽坎坷，初步构建起中国民俗学

研究的基本架构，民俗调查工作与民俗

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历史性进膜。当然，由

于历史的坎坷与民俗学科自身建设的不

足，在学科领域还有相迎数量的荒芜之

地等待开垦。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

学概论》提出，民俗学的内容可以分为

六大部分，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

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资料

学。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内容又可以合而

为二，即:理论前提……"民俗学原理与

民俗学史;民俗研究本体一~民俗史与

民俗志;民俗研究手段一→民俗学方法

论与资料学。八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二

十多年来，上述部分的研究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进展，但由都存在着不等的缺

环与不足。以民俗研究本体而论，民俗

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通史性的《中

国风俗通史》、《中罔风俗史)).又有民俗

事象或民俗晰代史的大最成果。现有研

究虽然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仍有参差，

但已覆盖了民俗史的基本领域，其中~

个重要原因是我罔学术界深厚的历史研

究基础与近数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与民俗史相比，民俗志应当是本体巾的

本体，是整个民俗学的基础所在。近数

十年来，民俗恋的编修也是方兴未艾，既

有以地域为基点的地方民俗志，又有以

啡' 防现 自己 俗 i撞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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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事象为基点的专题民俗志，这得益

于广大民俗工作者对民俗学田野调查的

重视以及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的问世。

与此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了国向全罔

的民俗志的编修。段宝林先生曾经发起

编{暖的《中回民俗大企》与陶立瞄先生

正在主持的《中国民俗大系》是两项富

有开创意义与慕础意义的民俗学工程，

对于全国性民俗志的编修进行了商有价

值的探索。但毋庸讳言，它们还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民俗涌志的编幕，…方面，其

内容与体例还不是严格的志书体，另一

方闹，它们都仿民初胡朴安《中华全国

风俗志)).以地域为单位分别编修，属于

各省民俗之合编o上述两书之命名为"大

金"与"大系"也是恰当的。因此，能

够反映中国民俗全貌的中国民俗通志至

今尚未出现，这是民俗志研究的一大空

白，也是中罔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这

是我们发鹉编修这部《中国民俗涌志》的

本意之三。

《中国民俗通志》在编修中力固体

现"通"与"志"两大特性。所谓"通"

旨在打破地域界限，回向全国施围，以

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全书共分为 22

卷，计有:节日志、生养志、婚橡志、丧

都志、生产志(上、下)、商贸志、服饰

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宗族志、

江湖志、庙会志、交际志、信仰志、禁



总志、演艺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上、

下)、民间工艺志、民间语育志、医葫志。

本志各卷使用统一结构，采用章、

节、日的形式。各章节的设置力求做到

能够全面反映某饲俗事象在全国流行

的概貌，问时也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民

族，反映出蛐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所记

述的民f往事象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

民族有代表性的内容。撰写中充分尊重

各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有争议或容易产

生争议的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以受到多

数人赞同的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为准。书

稿中凡涉及跨界民族问题，均按国家颁

布的文件处理 g 凡涉及民族政策的，那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令。

所谓"志"是突出其志书特色，具

体而亩，力回处理好五个问题:

年 A是史与志的关系。史与志的问题

实际 t就是所谓"纵遇"与"横遇"的

问题， ((中国民俗通志》采用锹通与榄通

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主，以纵通为

辅。因此，在每卷的前面设立"概说"部

分， ì亥部分内容包括:概述所述民俗事

象的历史沿革:介绍学术界对所述民俗

事象的研究状况;本卷记述民俗事象的

理论依据就突破。概说后再分意假j在有

关内容。

在具体事象的叙述中，根据内容的

需要，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事象

的游、头或演变，但绝不做过多的铺陈，而

是点到为止。

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

纪前50年为慕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

行将悄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

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

慎重处理、点到为止、快而不论的原则。

这种时间卸度，是在充分考虑因俗事象

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

二是述与论的关系。民俗志是一种

志书，它必须遵循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以"述"为主"述"

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志的"论"

首先体现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 p 其

次，在具体内容的权述中，通过对材料

的取舍、剪裁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理论

视角。

工是个案与→般的关系。作为民俗

志，如何体现出民俗鲜陌生动的特点?

我们在编察中主张采用点固始台、疏密

得当的方式。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

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

全书"出移\所谓"国"就是在有限

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

而性，以民f谷类刑为经纬，体现通志全

面、周到的特点。

因是民间与官方、乡村与城市的关

系。民俗涌志是对中国民众民俗事象的

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流行辛苦、存活着，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

化的根慕。因此，本志在记述上，采取

"重乡村，轻城市I 民间，轻官方"的

基本原则。

五是资料的运用 ο 作为志书，对于

资料的始用，提倡以四野报告等第一于

资料(或别人所做的、可靠的田野资料)

为主，以近现代田野资料为主，以文献

记录资料为辅。对于田野资料，应该以

尊重的立场和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尤其

应该震视并且性意运用近二十年来的大

盛的旧野调查资料。对于文学作品中的

有关资料则应慎用。

我们力争在前人研究探索的甚础

上，按照上述构想，究成不负于时代与

在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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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要求的《中国民俗通志》。令人感动

的是，自此议首倡到编寨委员会的组建、

编修学者的确定，直到今日全部通志的

杀青付梓，我们始终得到全国民俗学界

诸师长同仁的奖掖支持。他们或参与其

中，或出谋划策，戒指点评判，令人感

铭。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慨然支持《中

国民俗通志》的编修与出版，不↑单辛苦，

多方组织，为民俗事业和中华文明之复

兴竭力襄成，更令人感铭。

《中国民俗通志》编寨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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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富民俗的性质 样之事，就用念诵或张贴吉祥谓的方式

语言是人类借以思维和交际的震要 来祈求好j磊、福气，并用它们来向别人

工具， t吾富农述行为娃人类最3基本的祉 自己的良好祝愿，形成视贺的套语:

会活动形式之一。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 同时回避那些不吉利的字眼，就是语言

人们的语言活动必然形成并依从一定的 禁忌和语育避讳。出于对语言灵力的虎

模式相习惯。说富民俗就是体现为说话 诚信仰，某些民众还用祈梅和念咒的形

的一种风俗习惯，它和衣食住行等其他 式来析福辟邪…...这些都是诺富民俗的

方面的民俗一样，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 表现形式。

中发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行为习惯o 作为…种民俗文化现象，语富民俗

它是民众出于生活需要而约定俗成并长 不是…种单纯的词语形式，而是民众在

期事用的文化，作为口头表达习惯规市 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式化的语言活

辑:民众的行为，问时作为一种语吉行为 动，是一种复合性的文化现象。这种文

模式也服务于民众生悟。比如，人们在 化现象的完整含义，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生产活动或社会交往中总结出某种经验， 的内容:首先，是以口语为主的语言形

获得某种教训，体情别某种事理，就用 式及其运用规则，这是基础的表层的也

精炼生动的语言来概括，流传开来成为 是最显著的部分，主要作用于我们的听

较固定的说法，就是谚语。民众喜欢引 觉。其次，是类型化的语言行为及与之

用这业也精辟的俗陆来说理刷传展民间知 关联的生油情境，这一部分主要作用于

识。一般人都热切希望自家的日子过得 我们的视觉。在语言民俗的发生过程中，

商足美满，避免疾病、灾祸、贫穷等不 它与语宫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存易被人

相就 说

l 



忽略。第三个层次，是支配语育行为并

与语言的意义、功能凝结在一起的民众

精神或民俗心理。这是较深思次的内容，

来自外部环境的研究者需要在观察、体

验和访谈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当地的文化

和民众的心理才能获知。语言‘民俗又称

作"民间语言" "民俗语宵"。名称不间，

其含义的侧蠢点也有所不同"民间语

言" "民俗话宵"是以"请宵"为中心

的术语，含义上侧重于指称其语宫形式，

而不突报与词语紧密关联的文化背景、

使用者、使用状况、社会功能等内容自

"谐音民俗"这一术语，是有意识地从民

俗学视角出发，对民间语言现象进行立

体、金面地理解和把握。

语言民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具有双熏属性:它既是其他民俗

现象的载体，其自身也是…种民俗现象。

那么，怎样理解i苦苦民俗的这种双重属

性?在研究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昵?特别是如何把握谓富民俗是一种民

俗现象，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昵?

作为一种复合性的文化现象，语言

民俯在锚构上最基本和最显著的东西是

其i营商形式部分:谐音与基本意义结合

而成的表达符号。比如河北景县一带的

谚语"休前菇，毁稚商，厨悔到老"其

语言形式部分就是这些词语，如果收集

谚语，仅仅记录下这个句子，就只是注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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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到它的语富形式部分，而将其他更加

丰富和生动的内容忽略了。以往从这个

角度进行的资料准备与周部研究是比校

多的。而民间语宵作为民俗现象就难以

把握了，因为是现在我们面前的民间诸

育往往是脱离了民众与生洒的睿碎短小

的词语，它与其他民俗事象在形态上有

很大的差异，如果不用特定的标准来审

视它，很容易忽略它作为民俗现象的震

要构成因紫。

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看待民间语

，与李敖对于民间语育作为载体的…面

的重视。作为"民俗载体"的民间语言，

其含义有两点:一是承载工具，即语音

形式、文字构成$二娃所载之物，即词

语所反映的民俗文化。

对民间i昔育所做的着熏于"载体"

方面的研究，也有两种。一种是偏意于

承载工具的研究，即侧重描述其谐音形

式、文字构成，同时也简要注释其民俗

话义，比如候精…先生所著《平温方富

民俗语汇》是这种研究的较有代表性的

成果①。该书的体例是列出民俗语言的

文牢形式，以国际音标搜出语汇的精确

读音，然后简要注出其意义(有的词语

也写出相应的民俗事象)。它从民俗学角

度柬汇集、描写方宵，属于颇有新意的

谐音学著述，问时也为语富民俗研究提

①语文出版社， 1995 , 



供了重要、可靠的资料。正如作者在该

书"前言"所说"这本平播方言民俗语

汇可以说还是方宫词典的框架，只不过

多收录了一些反映当地民俗的条目，世

释也相应详细一晤。有些类别还加了一

点有关当地文化民俗的说明一…这样做

的目的是希望从另→个侧因反映…些山

西的地方文化，希盟方盲调蔚所得不仅

为语宵学还可以为人类文化学、社会学

和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些有用的资料。"

在民俗学刊物上也有…蝶与之类似的文

章。这些成果是很有用的民俗学资料，但

从民俗学的专业研究角度着眼，它们对

民间语言的民俗内油开掘得还不够。从

民俗载体角度对民间语商所做的另…种

研究是侧重于探索民间谙育所承载的文

化内涵，这时语言形式只是研究的出发

点、依据或者线索。

从民间语宵是民俗文化的载体这一

观念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

脱离情境和主体的民俗事象研究。…般

来说，情富民俗的语言形式即词语部

分，就是民俗学者通常所说的民俗事

象，比如"休前费，盟稚菌，后悔到老"

这则谚语，如果不考虑它发生的区域、

背景、传承情况、生活功能等要素，这

十个字所组成的句子就是这…i否富民俗

的事象。如果对这则谚语进行民俗事象

研究，那就是分析这个句子的形式构

造、思想内容等情况了。显然，这种研

究是很难进行的。原因就是作为单个民

俗事象的词语形式太姐小了，结构太单

纯了，内容太单薄了，很难展开讨论，其

流传情况也很难考察。这般谓富民俗句

其他民俗在形式上的一个重要提别。在

民俗学者性重事象研究的情况下，其他

民俗文化，比如同是口承民俗的民间文

学，由于事象本身结构的丰富性，事象

研究是可以较便利地展开的，事实上过

去大部分研究也是这样做的。而语音民

俗研究开膜的就很少，这在…-定程度上

与语富民俗难以进行事象研究有关。更

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没有把握住

民间谐窗作为民俗现象的本质，在性质

上不是一种完善的语言民俗研究。完善

的语言民俗研究应该在弄清民间谓宵的

载体要索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民间语宵

作为民俗现象的属性与内涵。因而，对

民俗语育的理解仅限于谐音形式是远远

不够的。

将民间语言视为民俗现象，就要用

一般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来衡量民间语

。①将民间i督窗当作民俗现象来看待和

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① ltÆ钟数文允!!.~且指导我写作博士论文《民间语

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时反革嘱咐我的。氏俗文化

的基本特征指钟先生在《氏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

提出的五点·集体性、类型性(~模式性)、传承

悦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性、规范性与服舟

，烛，以及其他为民俗学者所公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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