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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民俗学会第。 次全 国代表大会

暨中国民俗学运 动八十 周 年

纪念大会在 京举行

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

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于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

这次大会是中国民俗学会在本世纪的最后

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

也是纪念中国民俗学运动

八十周年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探讨活动
。

来 自全

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的 ��� 多位代表和 �� 多位

非会员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
。

大会收到数十封

来自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贺信与贺电
。

中国民俗是 由中国 �� 个 民族丰富多彩的

民俗文化所构成的一国多 民族的人文传承
,

中

国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

轨迹
。

作 为一 门成熟的学科
,

中 国 民俗学 自

�� �� 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起
,

经历了整整

�� 年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

正是随着中国各民

族的民俗史之擅递
,

现代民俗学的承前启后
,

这

一学科逐步建立起厚实的研究基础和 日趋丰富

的理论内涵
,

并历史地形成了 自己的研究对象
、

基本范畴
、

重点课题
、

结构体系
、

工作方法 与学

术走向
。

“

五四
”

前后
,

西方人文思想和科学方法的

输人
,

促使中国民俗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
。

在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

下
,

中国民俗学在我国古老悠久的人文传统中
,

由历代史乘杂纂中的文人记录与学者评论
,

进

人了科学意义上的专门性学科建构
,

并逐步由

歌谣学
、

民间文艺渐进到 民俗学
,

并终于成为一

门既体现中华 民族文化传统
,

又汲取世界先进

人文理论的现代学科
。

��� � 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
,

在著名 民俗

学家钟敬文教授的率领下
,

在改革开放的大历

史背景上
,

针对我国多 民族民俗 文化的历史传

承与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

注重实地 田

野工作
,

调查研究各地区
、

各民族的民俗传统和

民俗事像
,

出版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

理论著作
,

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基地
,

培养了一

批批的民俗学研究高级人才和专 门学者
,

中国

民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学术生

气
。

在国际上
,

中国民俗学会与世界各国同行

的学术交流 日益频繁
,

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多边

协作与学术对话也在国际学界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 �在 国内
,

从中央到地方
,

民俗学的组织机构
、

书刊出版和学术队伍等
,

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

目前中国民俗学会 已发展成为会员上万的具有

广泛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的全国性学术组织
。

中国民俗学在其 �� 年的历史进程中
,

经过

老一辈 民俗学者竿路蓝缕的开拓
,

历经长时期

的演进发展与几起几落的波折
,

如今已从复兴

过渡到学科重建与振兴的新的历史阶段
。

世纪

之交
,

本着认真回顾 中国民俗研究那源远流长

的历史
,

总结和概括 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源流和

历史承续
,

审思并观照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

建设
、

学术体系
、

发展趋向及其所面临的各种现

实性学术课题
,

中国民俗学会召开本次大会
,

旨

在总结中国民俗学 �� 年来的历史经验
,

提出中

国民俗学今后的前进目标 �进一步发扬解放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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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

在严肃活泼的学术氛围

中谈论各方学者共同关心 的学术话题 � 通过换

届改选使学会理事机构更加精干和年轻化
,

在

体制上进一步实行改革以增强工作活力 �鼓舞

全体会员以昂扬姿态跨人 �� 世纪
,

为社会与文

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

为改革开放和国家

建设事业服务
。

大会期间
,

年届 � 岁的
“

世纪老人
” 、

中国

民俗学会理事长
、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学博士研

究生导师钟敬文教授作 了题为《建立 中国民俗

学学派》的重要学术报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进行分组式的学术对话与重

点讨论
。

不言而喻
,

在
“

五四
”

运动 �� 周年到来

之际
,

中国 民俗学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
,

并隆重纪念中国民俗学运动 �� 周

年
,

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而且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 义 � 可 以展望
,

随着本次大会 的胜利闭

幕
,

中国民俗学将以蓬勃发展的学术姿态和崭

新激扬的学术精神走向 �� 世纪
。

�徽轩 �

�上接第 �� 页 �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
,

短 小精

悍
,

妙趣横生
,

表现形式独到多样
,

简短的结构

和布局 从不令读者生厌
。

《逼迫》
、

《温柔 的眼

睛》
、

《天外有天》
、

《迷人的幻景》等短篇小说是

短小精悍的代表之作 �� 死到 临头》
、

《相姑娘》
、

《熟悉 的面孔》
、

《赎罪》等短篇小说可谓 幽默作

品的代表
。

常言道
, “

闪光的不全是黄金
” 。

卡哈尔
·

吉

里力作品中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
,

多表现在过

于追求情节
,

而忽略艺术性描写 �注重人物的行

为描写和肖像描写
,

而没能更多的注意人物的

心理描写 �往往将人物简单的划分为两级
,

没能

更好的发掘人类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

如果

读者阅读了作者的全部作品
,

对这些不足会有

更深的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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