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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在深入研究民间、民间精神、民间文化和民间理性的基本特征、主
要品格、主体精神和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了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及雅俗互动的规律；后半
部分重点探讨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神秘文化、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和民间语言
等形态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具体影响，即这些民间文化形态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存在形态、功能作
用，及价值意义，并分析了新时期小说创作重视向民间文化学习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作家个人等
方面的背景和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将民间文化学、民俗学、民间文化史学、民间文艺学等理论与社会学、美学、文艺学
、叙事学、文学史学、小说学等理论结合起来，将民间文化类型、素材、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与新时
期小说作家及作品的具体研究结合，将现代民间文艺思潮和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形成
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具体研究的结合与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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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意义的现代阐释　　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
人们可以从政治、教育、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民间，因此民间在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有着不
同的面貌，指涉的内容也有所区别。
作为现代意义的民间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空间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概念。
本文站在文化的角度从地域空间和社会范畴两方面论述民间的现代意义。
　　第一节　地域空间的民间　　一、乡村乡民的民间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
“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他在墨西哥农村小区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乡民（Folk）和市民（Urban）处于对立的
两极，在与“现代城市”的对比中建构和界定了“乡民社会”，“在建构这种理想的类型时，我们可
以设想其社会成员总是呆在他们所占据的狭小的疆域里。
”他认为，乡民社会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传统的乡民社会是由不与外人交流的人群构成的，他们居住
在半封闭的社区里，在文化上属于小传统而与都市文明的大传统相对立：“小传统——小规模、单一
性、神圣化；大传统——大规模、多元性、世俗化。
”他在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界说文化的存在形态时，用民间对应他的小传统，与少数上层精英分子所
创造的大传统不同，小传统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的。
可见，雷德菲尔德的“民间”主要是指乡村乡民生活的空问。
按照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的看法，所谓村落或乡村社会，就是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一般比较小，社会关
系大部分局限于地域内部，居民大部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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