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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内容概要

《民俗学概论》是由钟敬文主编、32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民俗学重要著作，提出了完整的中国民俗
学体系，不仅纵述民俗历史、民俗事象，而且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海外民俗学发展
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为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范本。《民俗学概论》多年来作为民俗
学入门教材受到各大高校欢迎。《民俗学概论》使用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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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作者简介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和诗人、散文家。我国民俗学和
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曾倡议创办中国民俗学派，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曾发表论文近300篇，主要结集出版为《民间文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民俗文化学》等专著；散文代表作有《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诗集有《海滨
的二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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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民俗与民俗学 　　第二节 民俗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民俗的社会
功能 　　第四节 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章 物质生产民俗 　　第一节 农业民俗 　　第二节 
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 　　第三节 工匠民俗 　　第四节 商业与交通民俗 　　第三章 物质生活民俗 
　　第一节 饮食民俗 　　第二节 服饰民俗 　　第三节 居住建筑民俗 　　第四章 社会组织民俗 　　
第一节 社会组织民俗的分类描述 　　第二节 宗族组织民俗 　　第三节 社团和社区组织民俗 　　第五
章 岁时节日民俗 　　第一节 岁时节日的由来和发展 　　第二节 岁时节日的活动及特点 　　第六章 
人生仪礼 　　第一节 人生仪礼的性质 　　第二节 诞生仪礼 　　第三节 成年仪礼 　　第四节 婚姻仪
礼 　　第五节 丧葬仪礼 　　第七章 民俗信仰 　　第一节 信仰对象 　　第二节 信仰媒介 　　第三节 
信仰表现方式 　　第四节 民俗信仰的基本特征 　　第八章 民间科学技术 　　第一节 民间科学知识 
　　第二节 民间工艺技术 　　第三节 民间医学 　　第九章 民间口头文学(上) 　　第一节 口头散文叙
事文学的体裁和分类 　　第二节 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流传和演变 　　第三节 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讲
述和功能 　　第十章 民间口头文学(下) 　　第一节 民间诗歌的起源与传播 　　第二节 民间诗歌的类
别与特征 　　第三节 民间诗歌的体式、表现手法与功能 　　第四节 歌节、歌俗、歌手 　　第十一章 
民间语言 　　第一节 民间语言的性质 　　第二节 常用型民间熟语 　　第三节 特用型民间熟语 　　
第十二章 民间艺术 　　第一节 民间音乐 　　第二节 民间舞蹈 　　第三节 民间戏曲 　　第四节 民间
工艺美术 　　第十三章 民间游戏娱乐 　　第一节 民间游戏娱乐的起源、特征、功能与分类 　　第二
节 民间游戏 　　第三节 民间竞技 　　第四节 民间杂艺 　　第十四章 中国民俗学史略 　　第一节 古
代关于民俗的记录与观点 　　第二节 近代启蒙民俗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现代民俗学史 　　
第十五章 外国民俗学概况 　　第一节 欧美民俗学 　　第二节 俄国与苏联的民俗学 　　第三节 日本
民俗学 　　第四节 韩国民俗学 　　第十六章 民俗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主要民俗学流派及其方法 
　　第二节 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第三节 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 　　人物译名中英文对照表 　　
后记

Page 4



《民俗学概论》

章节摘录

　　二、狩猎、游牧的禁忌、祭祀习俗。猎户、牧民的禁忌习俗，反映了他们寄托丰收和防止灾害的
希望。这些习俗的核心文化价值意识，仍在于经济效益的实际功能需求。三河县在新年元旦至正月十
日，要举行春秋丁祭，求得猎获丰收。许多林区猎户，狩猎前要祭祀，供献猎神，占卜出猎方向；进
山以前要祭山神。猎人打到野兽，不能唱歌、跳舞，也不能有响声，以免惊跑其他野兽。有些农牧地
区的农民为了保护耕牛，甚至有向耕牛酬劳致谢的习俗。如嘉定的农家，在十月一日造米饴，戴在牛
角上，酬答耕牛的劳苦。四川天全县在十月一日，也有作糍糕祀牛王，用糕挂牛角犒牛的习惯。他们
认为农作物丰收有牛的功劳。浙江人养牛，冬月严密关闭畜栏，铺上槁草，以免牲畜受冻。在晴和日
暖天气，还要牵出耕牛晒太阳；在栏内去掉烂草，换上新草，供牛食用。据说这一天牛临水自照，若
见角上没有糕，就要哭泣。这种原始社会万物有灵论信仰，实际是对动物的人格化的曲折反映。武昌
农民把正月初五叫“牛日”。人们要用饭喂牛，还告诫家僮不要鞭笞耕牛。这是农业社会重视耕作畜
力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西镇安，还有为牲畜招魂的习俗。据说，除夕这一天，农家各自
提瓮汲取新水（取“涤旧事”之意），归来时，要沿路歌唱“牛羊鸡狗猪鸭，六畜魂兮归来”一语。
正月底，农民采白头翁、艾草和米做成糍饭，加进鱼虾来祭畜栏，名叫“收鸡鸭魂”。六月初旬，人
们要染五色饭，杀猪分食，叫“祭牛栏”。男女用小鸡五色饭，到田野牛寮内，团坐而食，叫“收牛
魂”。所有这些民俗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重视牲畜动力资源——耕牛的文化内涵。“饲牛”，“爱
牛”，“惜牛”，“收牛魂”，是这种农耕、畜牧民俗文化序列的独特表现。　　三、狩猎、畜牧生
产过程的民俗。狩猎习俗是猎户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智慧的积累，也是战胜野生动物得以生存
的手段。山区的猎户深深懂得：如不能在猎物面前取胜，就.有被野兽吃掉的危险。生存的强烈愿望迫
使他们产生出了许多战胜毒虫猛兽的经验和方法。像吉林的猎户创造了在身上涂烟油子战胜毒蛇；倒
挂在山洞口，用猎枪打死野猪；在树洞中捕熊；在雪中擒虎；在丛莽间用绳子捉麝；在森林中筑碓房
钉捕貂的方法，等等。它们在战胜野兽，谋求生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鄂伦春人射猎的走兽、飞禽
就有野鸡、飞龙、沙鸡、树鸡、伊唐、鹿、野猪、熊、狼、虎、水獭、豹、灰鼠、狐狸等十多种。这
些猎物不仅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狩猎习俗。在蒙古族地区
，还根据不同狩猎对象，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狩猎组织形式，有捕捉狐、狼的“个人狩猎”，由佐领（
或吉台）集合一村落的兵勇，每年二三次的“部落狩猎”；由扎萨克集合旗兵，每年进行一次的“旗
内狩猎”；由盟内盟长率兵丁举行，或联合一二旗举行的“盟内狩猎”；以及有皇帝亲临的“钦临狩
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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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编辑推荐

钟敬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散文作家和民间文学研究家，《民俗学概论》是他的经典
之作，至今仍被列入大学必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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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是没有话说的，而内容也不错。我是因为考研究生才买的。感觉很好。
2、考研时的参考书目，内容详细，很仔细的去读的，受益匪浅··
3、知识点略零散，但对一个入门者已足够。虽读三遍，仍有许多不懂，还要继续深入学习~
4、有一些参考价值
5、入门教材
6、经典永远是经典。
7、错字不少，作为一本概论内容不错
8、民俗学概论还可以，有趣！
9、第一遍ok
10、   看了得到很多新的启示，还需要努力的地方太多。
11、老钟的书，很好啊，很有用。
12、很全面，能对民俗有个整体的认识。
13、虽是考验教材，但是文字很美好。
14、入门须知~
15、连我都读得懂
16、我买到的也是正版的，不错！内容详实，同时具有可读性。
17、编写人员太驳杂，有部分错漏。
18、挺有意思的。引用例证很丰富，顺带学了不少民俗常识。清晰有条理。
19、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072499.html
20、想起那篇学术生态志，师祖爷~
21、14章包括14章以后的没怎么看，前面的粗略的看完了。
22、书很新很好很不错~！
23、查了很多了解民俗学的书，都推荐这本，正在看。
24、刚拿到手就感觉不像是正版的，但考研急用，也就不细究了，但这种行为很不好，尤其是在卓越
，关乎信誉问题啊，希望以后不会有这种行为了
25、钟老的。
26、民俗现在越来越被重视了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27、比较好看的教材~
28、资料很丰富
29、rt。在便宜一点就好了，跟书店比没有竞争力~
30、感觉像是故事书= =方法论只提了一两句。。。
31、刚拿到 为考试买的
32、其实应该好好读一下的，没想象的那么无趣，很粗糙的看了一遍，自责之........
33、考研时读
34、中国民俗学开山的理论性著作，钟敬文的大作。
35、买来考研用的，书很好，谢谢。
36、顺路买的
37、考试的时候看了一下，才发现真是挺不错的
38、卓越也有盗版书，失望！！！！！
39、入门书 遗留痕迹
40、得去看看王娟编的那本，这本作为一本概论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41、能够看出功夫下得很扎实 但总感觉民俗学涵盖太多 容易产生笼统之弊 而且理论基础也是不够的
样子。。。#随意瞎说#
42、纯粹自己感兴趣，买来看看
43、枯燥。。。
44、帮同学买的教材，看着还不错
45、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民俗学大有可为，因为起点如此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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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46、既能普及民俗学知识，又能对研究者有所帮助。关键是服务态度好，书发的又快。谢谢啦！
47、代要考研的姐姐买得希望会对她有用处
48、民俗学门槛低，方法论太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呀。
49、同高三读的，这本书应该说是最基础也是最经典的一本民俗学概论著作了。不过还是要说一句，
现在民俗学界对民俗和民俗学已经有不少新的讨论，所以里面有些观点需要更新一下。但整本书基本
的框架是完整的，作为概论来说应该已经足够了。
50、钟敬文是我国民俗学泰斗性的大师，不过就是这本书并非他本人亲自写的，而是召集了一帮人写
的，钟敬文担任主编。因此该书有些地方衔接不是太好，而且具体每一章的内容由于作者不同，专长
也不同，也就造成其内容的似乎有些不完整性。而且，这本书是一本学生用的教材，偏重于学术方面
。若是作为了解我国民俗传统的书，则不是太适合，勉强将就看看还行。
51、考试用。
52、简单介绍了民俗学的概况，可以作为入门读物
53、作为概论，这本民俗学书籍通俗好懂，也比较浅显，资料不够翔实。
54、敬文讲堂
55、没事读读觉得咱们国家的民族文化很有趣~
56、名字很熟悉，就是不记得读过了⋯⋯
57、老师推荐买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当教材用的，没什么感觉。
58、通俗易懂的通识读物
59、0419第一遍，粗略浏览，日后消化肯定是个大头，太零碎庞杂了。不过真心有意思。
60、这竟然是大学教材 为什么不是读本....
61、内容全面充实，就是感觉新版的没有以前老版本的质量好
62、作为概论书算勉强过关，相关文献介绍得不充分。
63、书是盗版的，质量很差
64、入境，观其风俗
65、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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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概论》

精彩书评

1、民俗学概论里对葬礼的解释：我国古代无论官民均十分重视丧葬仪礼。之所以如此，除了普遍存
在的灵魂不灭观念外，儒家孝道和先人荫庇后代之类思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丧礼是否办得隆重
和符合旧规，既是衡量子孙尽孝与否的标志，又对能否获得祖先荫庇使家道昌隆具有重要意义。舆论
、习俗的压力和免祸求福的动机，使丧葬礼仪有愈益复杂铺张的趋势。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认在种
种丧葬仪式中，也贯穿着死者亲属对死者的真诚怀念，以及与这种怀念混杂着的既恐惧又有所求的复
杂情感。比如，丧礼中的哭丧，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宣泄。民俗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行为规范。在社会
生活中，成文法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只不过是必须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而民俗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
遵从着民俗的指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意识到民俗的规范力量，因此也就不会对其加以反抗。
民俗对人的控制，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
2、民俗学概论里有讲到巫术，并有放蛊、想药也就是爱情药等巫术，不过很不详细。上网看了看，
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古时苗人曾多次被汉人打进深山躲藏，如果苗人真的会那传说中牛B无敌的蛊术
，怎么会被汉人打得落花流水，躲进深山呢，逻辑不成立。现代的苗人有出去打工的，真的遇到坏人
害他也是报警、找警察，如果苗人的蛊术牛B 也无需找警察了，自己就当小case解决了，可是并没有这
样的事发生，逻辑不成立。如果苗人的蛊术真的那么神奇厉害的话，不是应该独霸天下、笑傲江湖吗
，可也没有发生。所以从苗人的生存状况的结果来看。蛊术这一事实存在逻辑不成立。蛊术的传说流
传倒是原因多重。比如貌美的苗女出外打工做服务员，遭色狼调戏，放出这个传说便无人敢不轨。古
时的医术巫术不分明，苗人有时是食物中毒，也被说成中蛊，巫师给吃一些对应的解毒药就说成是解
蛊。巫师自然可以得到比一般医生更多的报酬。一些害人的致幻剂、迷奸水也是有的。身边便有一朋
友稀里糊涂喝下别人的东西，然后别人说什么都答应，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毒药和蛊药并不是
同一种东西。毒药存在，有些可解有些不可解。还可以洗胃呢。蛊药并不存在，有也是用毒药冒充蛊
药。蛊术流传还有许多社会学功能因素、心理学因素。如苗村把一些孤老的妇女，或单身美女说成是
蛊婆，这就有社会学中把特殊的人孤立起来，用蛊婆传说把他们边缘化，而主流人群可以有更强的社
会团结，对村中、族中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起到调节作用。一个人住时，晚上便有些怕鬼，不过
转念一想。我怕鬼是因为鬼有能力害我才需要怕。那这些鬼神应该很有能力才行。比如，我无敌虔诚
的拜一个鬼神，那么它要有能力让我不复习也可以考上研究生，显然没有这种鬼神，要不然我一定去
日拜夜拜。别说考研究生了，鬼神能帮我治过敏，我也拜的，显然还是没有，不擦我无比敬仰的巨型
一号丝瓜水，过敏是好不了的，不认真复习研究生是考不上的。哎，这样看来，鬼神是如此的没有任
何能力帮我与害我，我怕鬼神的逻辑也不成立了。我真是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功能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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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俗学概论》的笔记-民俗与民俗学

        1、民俗=民间+风俗
民间=非官方=中下层广大群众
风俗=源于生活需求的，集体性的传承性的文化现象？
2、狭义民俗的学派：
a 遗留文化：英国人类进化论学派。是社会发展中传统的遗留物
b精神文化：是指民间信仰、祭祀等纯精神的文化
c民间文学：美国、俄罗斯。是民间口头创作。
d传统文化：是传统的民俗。
3、本书中的民俗具有广泛的意味，有四种类型
a物质
b社会
c民间文学
d语言
学派代表人物、简介。区分四种类型。

2、《民俗学概论》的笔记-工匠民俗

        李老君是铁匠祖师爷。李老君就是李耳，老子。传他在青牛洞炼丹的时候，虽然有青牛看守还是8
时有野人野兽等进来打扰，他就在一个洞里打铁制造工具用来防身等~后来还给附近的农家打农具~

3、《民俗学概论》的笔记-绪论

        民俗在传承的过程中会经过集体的加工完善。
例：春节习俗。
原始社会，年只是计时单位，“年，谷熟也”
西周，年標志新旧交替，没有固定日期--年为一年的岁首，有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的活动。
汉代，年节确定，汉武帝《太初历》，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后，民间信仰习俗，如庆祝丰收与祭祀神灵祖先相结合，驱邪逐疫等巫术活动以及娱乐活动加入到年
节习俗中。

民俗具有変异性
例：傩俗，原是一种古老的巫术行为，承担着驱鬼逐疫的任务。早在殷商就上升为宫廷的傩祭和傩仪
。每逢除夕，方相氏都要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头戴黄金四目的面具，在宫廷各处驱鬼逐疫。在丧葬
仪式中也有。唐代后，神秘气氛减弱娱乐成分增加，到宋代尤其是南宋终于成为傩戏（戴柳木面具的
演员反复用大幅度的程式舞蹈动作进行演出，多在节日进行）。现在的傩仪，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儒
释道的理论好神系，构建了庞大的傩文化系统。

中国四大传说：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祝

民俗的行成：经验和观念--约定俗成的往复循环
如自然、图腾崇拝--图腾制
图腾制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大家的共同观念是图腾物与自己的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种种联系，产
生很多禁则：图腾物神圣8可侵犯，8可有行为上的亵渎，万一做了要进行一系列的赎罪仪式；男子要
举行成年礼，方可成为正式成员；氏族内禁止通婚；图腾是保护神也是族徽和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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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祈秋報：农业社会，现在客家人仍在做。
门神：神荼、郁垒，尉迟、秦琼，天官赐福（天官每逢正月十五日，即下人间，校定人之罪福），文
门神，武门神
窗花年画：连年有余（莲、鱼）、金玉满堂（金鱼）、连生贵子（莲、笙）五福捧寿（蝠）、龙凤呈
祥、利市仙官

相传远古时候， 神荼与郁垒为一对兄弟，兄弟俩都擅长捉鬼，如有恶鬼出来骚扰百性，神荼与郁垒两
便其擒伏，并将其捆绑喂老虎。后来人们为了驱凶，在门上画神荼、郁垒及老虎的像，亦有驱鬼避邪
之效果，而流传至今。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民间称他们为门神。为钟馗麾下将官。

尉迟恭（585—658）字敬德，鲜卑族，朔州鄯阳（今山西朔城区）人。中国唐朝名将，封鄂国公，是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赠司徒兼并州都督，谥忠武，赐陪葬昭陵。尉迟恭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
身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尉迟恭被尊为民间
驱鬼避邪，祈福求安的中华门神。传说其面如黑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尉迟敬德与秦叔宝（秦琼）
是“门神”的原型。
秦琼(?—638年)，字叔宝，汉族，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唐初著名大将，勇武威名震慑一时
，是一个于万马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的传奇式人物。曾追随唐高祖李渊父子为大唐王朝的稳固南
北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其功居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民间与尉迟恭为传统门神。
小说《西游记》里说：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皇大帝派魏征在午时
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征入朝，
并把魏征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征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
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征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
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
画了两人之像贴在宫门口，结果照样管用。于是，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与尉迟恭便成了门神
。

利市仙官是民间流传的一位小财神，是赵公明的徒弟，名姚少司，在《封神演义》中被封为迎祥纳珍
的利市仙官。“利市”，在俗语中是走运、吉利之意，又指买卖所得利润。利市仙官最受商人欢迎，
每到新年，必将利市仙官贴在门上，以图吉利、发财。

婚姻发展史：乱婚--群婚制--对偶婚--一夫一妻
群婚：族内婚--族外婚
对偶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实行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一种婚姻
形式。此男为主丈夫，此女为主妻子。如走婚

法的象形文是水辺一地方和一个两角动物和一个人。神判法，其中一种为讲被告带到圣地，由神兽（
有图腾性质）以角相触，触到者有罪。

4、《民俗学概论》的笔记-中国民俗演进

        婚之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通俗点就是提亲、问名字8字、算命、下聘礼、定婚期、迎亲。
周代的时候除了下聘礼都要拿大雁，好可怜的大雁。
谁能告诉我，为毛都提亲了才问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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