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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论坛》

内容概要

《民间文化论坛》是中国文联主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学苑出版社合
办的、中国惟一的国家级民间文化学术性期刊。
本刊以弘扬中国民间文化为办刊宗旨，主要刊登从民俗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
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建筑学、美学等不同角度调查、研究民间文化（包
括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学术论文与调查报告，同时译介国外有关民间文化研究的前沿性理
论与方法，报道海内外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信息。
本刊经过严格的审稿程序选定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同时亦关注学术新人的培养，发表在读硕士生
、博士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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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论坛》

精彩书评

1、在《民间文化论坛》编委会上的发言要点2014年1月4日成立《民间文化论坛》编委会，迄今已经一
年了。蒙中国民协领导不弃，聘我为《民间文化论坛》的特约主编，作为一个咨询性的角色，在选题
和编刊上我也多少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有的被采纳了，有的未被采纳。由于年岁大了，又偏居一隅
，学术上、思想上都落伍了，没有什么贡献，深感抱歉。《民间文化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办的一份全国性学术期刊，多年来在刊物的内容、亦即办刊方向上多所徘徊，走了许多弯路，造成了
不应有的损失，回归以民间文学研究为主、民间艺术和民俗研究为辅的办刊方针，尽快在众多的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中办出自己的特色、提升学术水平、恢复曾经的“品牌”地位，成为组建新的编委会的
重要导因，也是赋予新编委会的历史责任。编委会成立的时间很短，虽然只编刊了五期，但已经可以
看出，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刊物已经有了显著的起色，不仅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而且被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科学期刊评估机构认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核心期刊。在此我向主编和编辑部各位编
辑同志致敬。每期发表主编的《卷首语》，开设“前沿话题”专栏，把学界聚焦或关注的问题、见解
、理论、学说及时地呈现在刊物上，并适当地表达编者的态度，以引起读者和学界的注意。虽然“话
题”是否“前沿”或可有商榷的余地，但这一新举措，无疑是应该肯定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以为，
作为编者，还要意识到，《论坛》不是一般院校主办的学报，而是中国文联主管、中国民协主办的全
国性学术期刊，这就意味着，既要牢记和恪守学术期刊的宗旨，而又要在学科领域里起引领作用。如
果说，在选稿、组稿上，编者遵循着“五湖四海”的原则，那么，在“卷首语”和“前沿话题”上可
能更多地体现了编辑部的主张或意图。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立足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是我们新编委会办刊的指针，自然也是选择“前
沿话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广泛开辟稿源，团结各民族各地区老中青作者，坚定不移地培养青年作
者，是办好刊物的根本。一年来，编辑走出去，主动组稿，参加活动，增广见闻，目光四射，选发了
一些有社会价值和学术水平的稿件。能否组织来、每一期是否有一两篇高质量的、有影响的好稿子，
永远是衡量一个编辑和主编的标准。培养青年作者是任何一个刊物的着眼点，但又要注意在质量上严
格把关，且不要把一家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变成一个发表学生习作的“作业本”。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
，虽然我们付出了努力，但老中学者的优质文章在全年刊物的比重还是显得少了些，尤其被选刊转载
和进入在文摘性刊物的文章显得少了。编委参与办刊，是改进刊物组稿、广泛团结作者、开拓选题和
发表新见的重要因素。如“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东亚民间文化比较研究”、“传说动力学批评
”等栏目和对话，等，不仅开启了批评、讨论的风气，而且推进了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化。要尊重来自
不同单位和不同研究领域的编委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集思广益，择其善而从之
。编委也要把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在可能的条件下，给《论坛》的编刊投入一定的智慧，同主编和
编辑一起把刊物办得更好。（201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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