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 前 启 后 继 往 开 来

一一 热烈祝贺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代表夭会胜利召开

本刊编辑部

标志着我 国民俗学从恢复走向繁荣
、

从普及走向深入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

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今年十月在北京隆重举行
。

这次会议总结了十余年来我国民俗学

所走过的坎坷路程
,

充分肯定了老一辈学者在恢复创建新时期中园民俗学的过程中所做

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

选举产生了由老中青共同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
。

历史将证明
,

这是

一次承前启后
、

继往开来的大会
�

将对我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自从  ! ∀ !年顾领刚
、

白寿彝
、

容肇祖
、

杨望
、

杨成志
、

罗致平
、

钟敬文七位教授公

开发表 《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以来
,

我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进入了恢复

发展阶段
。

 ! # ∃年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
,

作为代表全国民俗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

自成

立以来
,

组织培训班培养民俗学少
、

才
,

召开研讨会推动学术研究
,

积极协助各省市地方民

俗学会的建立
,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会员也成为当地民俗学活动的骨干
,

中国民俗

学会的工作
,

对于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纵观十余年中国

民俗学的建设
,

除个别省区外
,

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区成立了民俗学会或研究会
,

部分

地县也成立了相关学术组织
%
有关民俗学的各类丛书

、

专著
、

资料志书和学术期刊
,

犹

如雨后春笋
,

不断涌现
� 几十所大专 院校开设 了民俗学课程

,

有的还专门培养博士生
、

硕士生
,

民俗学人才正在趋向年轻化
、

专业化
。

如今
,

民俗学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冷僻

的学术名词
,

而成为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熟知的一门人文科学
。

事实表明
,

我国的民俗

学在经 历了恢复创建阶段之后
,

已经步入繁荣发展时期
。

中国 民俗学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

成绩可观
,

困难重重
。

在当前经济大潮合办 
�

击下
,

如何坚持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方 向
,

如何使民俗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为当

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

这已经是摆在全国民俗学者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

目

前
,

学术研究与 田野调查经费的严重短缺固然是制约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

但是
,

民

俗学界囿于本学科的学术圈子
,

无奈于圈外热闹纷纷的
“

民俗热
” ,

则更是影响民俗学

发展潜在的致命弱点
。

瞻望未来
,

我们 固然要加强学术研究和调查活动
,

要加强学术队

伍的建设
,

要创办自己的理论阵地
,

要做好资金的筹指和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
」

等
,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
,

中国民俗学在未来的建设中
,

必须 更加紧密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

起来
,

与时代的脉傅一起跳动
,

只有这样
,

学科才能够充满生机
,

事业才能够 兴 旺 发

达
。

愿全国民俗学界的同仁们
,

乘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的东风
,

而对

规实
,
励精图治

,

为中国民俗学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