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间 文 化 论 坛

妙峰山香会文化空间研究的新贡献

———读《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后写给作者的一封短信

效群博士：

我近几个月一直在北京和南方几省紧张工作，总算在6月末挤出几天时间,集中精力阅读了你的专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

史变迁》一书，说句心里话：真的受益匪浅，这确实是一部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自从我2002年底应邀参加国家文化部有关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以来，直到现在直接参加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完成为止，头脑里一直有一个不小的困惑缠绕着我，那就是在保护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单一的

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应该如何保护遗产中综合的大型的文化空间活动？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难点，必须找到一

把开启难关的钥匙，才有可能解决我国文化保护的这一难题。其中，积极努力保护我国民间庙会文化空间和保护我国民俗节日文化

空间就都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这也正是2004年春天我大声疾呼保护端午节的动因；也是去年9月评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

对北京妙峰山庙会、河南太昊陵庙会、河北娲皇宫庙会的申报全力支持和赞成的原因。当时，北京市文化部门写作的《妙峰山庙会民

俗》申报书文本上报之后，几位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文字极为简略，内容十分单薄，论证特别乏力。相反，你的这部著作提供了全方位

的关于北京妙峰山庙会的调查研究信息，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庙会（至少是北方庙会）的文化内涵、社会结构及其具体行事的认知和分

析鉴别的方法。这部著作除了思想理论的阐释对认识庙会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起到引领作用外，对千百年来中国庙会香社组织的翔

实调查分析也有独到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你在书中对民间庙会文化空间的社会民俗学调查研究和明辨解析，是近年来庙会文化调查

研究中最具有民俗学本格意义的本体研究，这是十分难得和难能可贵的。从理论创新的意义上说，我认为这部著作在这一方面无疑

地在前辈学者的妙峰山庙会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有令读者眼亮的许多闪光点。

妙峰山庙会香火的巨大文化影响力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间接地波及了海内外华人社会。同时，在学术界也可以说妙峰山是中

国现代民俗学大兴田野调查之风的发祥地之一。当我们今天回顾80多年前顾颉刚等五位先生对妙峰山香会进行实地调查所引起的

学术界震动时，依然心潮澎湃不已。但是，先辈们的成就毕竟是过去式的辉煌里程碑，至于现在式的、未来式的民俗学里程，责无旁贷

地落在了我们当代民俗学同仁的脚下，需要我们携起手来调整步伐，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新历史时期的民俗学纪念碑还需要一代

或几代人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慢慢地树立起来。但是，由谁来继承老一辈的衣钵，坚定地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小

事。妙峰山香会的研究已经断代几十年，妙峰山庙会也因国家的危难和社会的剧烈动荡而香火中断了半个世纪；但是，随着21世纪的

到来和新时期的社会转型，如今妙峰山的香火正旺，似乎正在呼唤着新世纪的“顾颉刚先生”们前来做出新一轮的踏实探索。就在这

历史的关键时刻，你来到这座名山，出色地完成了你在本书前言中事先确定的两大学术任务，达到了新历史时期赋予民俗学研究的

重要目标，作出了新贡献。

从当前全国上下（乃至世界各国）已经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来说，这部专著的出版很有时效性。全国各地方、各民族

数以千百计的民间庙会文化空间，亟待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这部关于庙会文化的科研力作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参照系数和应用价

值，甚至其中的许多调查、鉴别、评估、论证的操作都可以被采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相应规范。我将在工

作中大力推荐这部专著。

总之，这部专著的成就将会在民俗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得到积极的验证。

最后，在我祝贺你取得学术上的新成就的同时，愿以“再接再励，再谱新篇”的话语共勉！

乌丙安

200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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