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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修订》

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套装上下册）》是我国第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者以
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对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独特的审视，全面细致地描绘了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图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套装上下册）》有三大创新
点。第一，把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定在晚清末年，即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
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
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翼的。第二，作者从流派的视角来统帅百年民间文艺学史，认为在百
年学术史上，呈现为两大思潮：一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
值评判体系；一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的民俗研究和价值评价体系。这两种思
潮几乎是并行地或错落地向前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百年学术史，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
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如乡土研究派、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派、社会—民族学派、俗
文学派、延安学派等，不同的流派之间互有消长。第三，作者把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史与中国的国情联
系起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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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锡诚
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文系。先后在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历任
《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驻会副主席。1997
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社会职务：历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现兼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
中心客座研究员、《民间文化论坛》特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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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民间文艺的发生是一个层累的过程，许多概念的发明、引入和方法的探索都是多方作用的结果，
不只是线性的。除了那些熟悉的名字外，还有很多人的工作容易被我们忽视。这些经作者线索清晰的
梳理又重新呈现出来，在许多问题上他少有门户之见而多洞察力，字里行间对民间文学的未来满怀忧
患，算得上是当代少有的大家了！）断断续续20天刷完，作者观点集中在上册，下册基本上是当事人
的立场叙述，有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方便直说了。很多人还是年轻学者的时候各种风生水起，现在就
各种（笑而不语）。从某种层面上说，“朝向当下”真是在让一批学者的三观走向了错位，倒掉洗脚
水的时候也把百年积攒的历史财富倒出去了。不由感慨民间文学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设崩坏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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