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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考察江南农耕文化

张森生

近年来
,

浙江省文联
、

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重视民俗的调查研究
,

出版了 《风俗》

杂志
。

! � � %年&
、

�月间
,

浙任省文联又接待

了中日民俗学者
“

江南农耕文化联合考察

团
”

的活动
。

!� �∋ 年中日两国民俗学者曾进行第一

次联合考察
。

以 口本国立历 史民俗博物馆

教授福 田阿鸿为团长的 日本民俗学者一行

�人来中国
,

至江苏常熟市的自茹乡
、

浙江

兰溪市殿山乡和丽水市龙江乡等地进行调

查 ( 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紫晨为

团长的中国民俗学者一行&人去 日本考察
。

分别就村落社会组织
、

民间信仰
、

农耕礼仪

及 口承文艺
、

民俗等方而进行考察
,

提供了
‘
!
”日农耕文化比较的材料

。

! � � %年�月
,

日

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将中日两国民俗学

者 的联合考察成果 ∀调查论文% %篇 ∃
,

结集

为《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 》一书
。

这次∀! � � %年)
、

�月∃中日民俗学者的

联合考察
,

中方山中国文联组织
,

以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林相泰为团
一

长
,

成

员有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陈德

来
、

天津市民问文艺家协会主席冯育楠
、

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所主任刘哗原
、

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副教授 《采风 》 主编陈勤建
、

北

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铁梁
、

浙江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编辑蒋水荣
。

日方山日本国立历

史 民俗博物馆教授福 田阿鸿为团长
,

成员

有历史民俗博物馆副教授朝冈康二
、

小林

忠雄
、

东京祁立大学副教授渡边欣雄
、

新伪

大学副教授桥谷英子
、

历史民俗 博物馆助

手营丰
。

联合考察团先至宁波
、

温州地区的农

村考察
,

于 �月# 日至桐乡
。

当晚
,

桐乡县副

县长吴惠康
、

徐宜芬会见并宴请考察团全

体成员
。

∗ 日
、

+ 门分别山桐 乡县文化局
、

文

联
、

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陪同
,

去

石门镇利民村罗家角进行调查
。

石门为浙 北古镇
,

春秋 时吴 越 相

争
, “

越王垒石为门
” ,

故名石门
。

利星村的

罗家角自然村
,

北靠京杭大运河
,

村民从事

农业生产
,

历史已久
 

据 ! � ∗别卜发现的该地

遗址的发掘
,

属马家饭文化早期类型
,

距今

约, ∋ ∋ ∋年
。

考察团至罗家角访问了熟悉当地历史

掌故
、

农事风俗
,

又有一定 口头表达能力的

,
卜老年农民

,

就农耕文化有关的 民俗
,

分为

#个小组进行座谈
。

分组情况是 −

第一组 !
、

村落组织∀聚居形态
、

村

落制度及变迁∃(%
、

家族生活环境∀家族
、

继

承
、

婚姻
、

民家∃
。

第二组 !
、

农业生产 ∀水田种稻
、

早

田养蚕
、

河川渔业
、

农具∃(%
、

手艺人 ∀打铁
、

木匠等手工艺生产技术 ∃
。

第三组 !
、

人生礼仪∀诞生
、

婚仪
、

葬仪∃(%
、

年中各种活动与农耕礼俗
。

第四组 !
、

民间信仰 (%
、

民 问文

艺∀神话
、

传说
、

民谣
、

方言
、

地方剧 ∃
。

在罗家角
,

考察团成员还参观了当地

历来使川的农耕川具
。

座谈结束后
,

联合考

察团至乌镇参观茅盾故居
、

至石门参观丰

子恺故居缘缘堂
。

桐乡的考察胜利完成后
,

中日民俗学

者驱车去湖州
 

.作者 为 浙江省 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
、

桐乡县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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