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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
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第三卷《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精选了二十几位学界精英的代表性著
作，这些论文是对日本数十年来民俗学学思和新见的一种十分精准、宏阔而概要的反映，虽然不能说
篇篇都是锦心绣口，但在各自时代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能对我国学术界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Page 2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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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都是代表性的论文，翻译也OK
2、内容还可以，对了解上世纪后期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有帮助
3、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民俗学理论读本。
4、非常高兴可以在当当买到此书，书店断货了。同事也想要一本，填写了缺货申请，希望快点到。
5、印象比较深的：《以“ 民俗”为研究即为民俗学吗》、《地域研究的方法》。
6、学苑出版社的民俗学书籍质量很高。这本就是代表，日本民俗学也是重镇。
7、第一部分满分！岩本通弥《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何民俗学疏离了“近代”
》、小松和彦《民俗调查的两种类型》
8、假期终于补完番了撒花。。。做日本民俗学展示时结合了其中民族主义的相关论述，得到不少启
示。关于学科定位、关于地域民俗和乡土、关于民俗调查，这本书里提出的很多问题和解决思路不仅
是日式的，对中国也很有借鉴意义。【人名脸盲哭晕在厕所，只有靠日剧人名的底子脑补了~~
9、可以借鉴，内容很全面。
10、内容不错，版面设计很好，纸张也不错
11、论文集选读
12、思想新颖，提出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3、得到了南池子和蜜三刀强烈肯定，自己导师推荐的书，看了几篇比较感兴趣的，日本人走得比我
们远多了。
14、海啸一篇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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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笔记-第81页

        当我们考察都市时，应该采用怎么的视角？研究者考察都市的视角，因他们所研究的都市空间类
型而不同。诸如近世都市、现代都市、小型都市、传统都市、新型都市等不用类型的都市性格不同，
生活也就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其中仍然蕴含着共同因素可以成为研究对象，这便是人们的生活，
是个人行为或意识。研究者可以把诸如大众小说、舞台表演、电视等表象作为资料。都市中存在发达
的各种交流手段，人们在彼此之间形成信息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定的共同认识。相对较强的个
人意识如何与集体发生关联，这便是当我们思考都市时极其重要的一点。不管怎样，按照研究村落的
方式研究都市，往往不会有太多成果。我们必须从都市中抽出都市特有的内容。
要从这种立场观察都市，那么，至少有两种可取的视角。一种是历时的视角，一种则是共时的视角。
历时的视角也是一种基于历史关心的视角，它侧重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变迁。具体来说
，它在把握都市生成过程的同时，追溯生活的变化。因此，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握都市化
，即都市生活方式化。所谓都市化，既是村落生活的都市化，又是都市生活的进一步都市化。它所要
描述的，便是都市的生活如何发生了变异。
我们大概还可以用民间传承来替换生活，重述上述内容。村落民俗在传播到都市后被都市化；村落民
俗随着村落的都市化发生变异；某种惯例在都市中得以生成⋯⋯诸如此类的都市化民俗，都可以说是
历时的。
另外一种历时的视角，便是根据单个的都市生活者的历史来把握都市，它关心的是所谓个人生活史，
通过个人体验来阐明都市的实际情况，以把握都市的历史。
与历时的视角不同，所谓共时的视角不把主要兴趣点放在变异问题上，而通过对事项的分析来阐释该
社会的性质。假如说历时的关心是对历时的关心，那么，共时的关心便可以说是对社会的关心。它不
去追溯从古至今的历时脉络，而把那些在现在的时点中得以生成的事象作为对象，其起点便是把握都
市的生活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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