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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文化研究》共收录论文12篇，从理论视野、器具民俗和民俗生活三方面对中外民俗文化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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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今则相反，由于和作为国民文化的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过于明显，学生乃至学者们往往提出
“为什么冲绳县一个地方的文化就理应被视作特殊呢？
”、“为什么冲绳地方史应与日本史区别对待？
”等问题。
在这种风潮下，列伯拉的“日本文化=胶合板表层论”就是很有效的。
但不仅是文化人类学家，其他冲绳文化研究者们也都会提出“不能把冲绳文化仅理解为日本的地方文
化”或“不能把冲绳文化的历史仅理解为日本的地方史”等反对意见。
将大和与冲绳一视同仁的理由，不全是以近百年来国民文化的普及为依据。
以日本民俗学为首，日本学者们还曾热心致力于调查大和与冲绳在民众生活层面上的相似性。
假如这是“民俗文化”层面上的类似性，那么，从琉球弧的哪一点上才能划出文化的绝对界限呢？
以文化事象而言，在民俗文化层面上只存在各自相对类别的共性（下野，1989）。
因而，国家之前或国家之外——当然也要考虑国家对文化普及的影响——的文化类似性研究是今后不
容忽视的。
大和与冲绳文化在民族史上的关系（大和文化南移，还是冲绳文化北上）、语言之间的关系（冲绳语
是古大和语，还是南方诸语等）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的相似性（物质文化、亲属关系、民俗宗教观念等
），尚有待阐明的课题依然很多。
如上所述，很多有关文化之间关系的历史性复原的探讨，将是今后有望出现新学说的有意义的研究领
域，但这并不等于应将冲绳文化与大和文化相等同的依据。
如要探讨相似性，并不是冲绳文化在任何方面都只与大和文化具有兄弟关系，目前来看，其与韩国和
中国南部之间的亲缘性比较明显，与东南亚和大洋洲之间的类似性也不少。
假如在冲绳文化之与周边诸文化之间类缘性方面的视野和之与大和文化的视野完全相同，则另当别论
，但只要冲绳和大和在类缘性方面的视野有所不同，则冲绳文化依然是冲绳文化，进行比较时应该把
它当做一个独立的单元。
与本文的课题联系起来，对大和的来访者（比如我）来说，冲绳文化的讲述人（信息提供者）所拥有
的知识是与我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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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文化研究》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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