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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全集》的特征、价值与传承目标
董晓萍

当代中国在经济发展、综合社会治理和自然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

得了快速发展，而悠久的中国历史文明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出版了一批学术大师的著作，正是中国历史文明延

续至现代社会发展的代表性成果，《钟敬文全集》是其中的一种。这

套丛书共 16 卷，30 册，1000 余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

四代弟子与多学科著名学者 47 人次参与编纂，董晓萍主编，历时 8 年

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2018 年 11 月出版。该著是中宣部出版局国

家重点图书项目，在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项目基础上进行，在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规划项目中拓展，是在中国

学术文化各领域研究为数不多的拥有“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地位的巨著。

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既要放眼世界，又要坚持民

族文化主体性，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

提供共享经验，也具有丰富的启示性。

一、体现中国整体文化的主体性特征

从文化上讲，古代中国已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与治学传统，包

括风谣传统、诗歌传统、文学传统、编年史传统、文论传统、戏曲叙

事传统和民间科技传统等。各传统在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凝聚成中国

整体文化，又在长期发展中分化为各自的阐释形态与杰作，有的还达

到很高的程度，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称道，如诗歌系统中的唐诗宋词、

文论系统中的刘勰《文心雕龙》，编年史系统中的二十四史和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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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戏曲叙事系统中的《赵氏孤儿》等，而中国民俗（包括民间文学）

正是各种阐释和创作传统还没有彻底分开的产物。它的传承，走民间

渠道和民众路线，但大量中国文人和官员也投入发明和分享活动，使

之进入国家与地方知识系统，与其他各传统保持差异，也彼此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样貌，也因其整体保留了中国文化的

特质，而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部分。西方文化所发展的诗学、修

辞学和阐释学，与这套中国传统学问完全是两个路子。

20 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新文学革命，但如果没有以上各种中国传

统的成熟基础，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没有民俗文化系统与之

共生共荣，就不会有新文化思想的瞬间爆发，也不会有民俗学、人类学、

社会学、语言学等一批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群体诞生。基础就是基础，

自我有基础而接触他者，与自我没有基础而拿来他者，这是两码事。

接触和学了他者，学明白了，就要进一步认清自我基础，再学他者具

备而自我没有的优秀成分，发展自我，大家也都发展。当然，在实际上，

这个认识过程又相当漫长。有时人们留恋于比较，比较能够激发兴趣，

但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仅从中国整体文化与民俗文化关系的角度说，

只把民俗视为西方概念中的口头传统，而没有看到中国民俗是中国整

体文化各传统尚未分解的产物，就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在《钟敬文全集》中有大量的篇章告诉读者，自 20 世纪初的五四

运动至 21 世纪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各主要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学、

哲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通俗文学、外国文学、文论点评、诗词小说、

戏曲说唱等，钟敬文先生曾与诸多中国文坛宿将有长期密切的来往，

如俞平伯、叶圣陶、夏承焘、聂绀弩、朱光潜、钱锺书、杨绛、吴文藻、

谢冰心、王力、王瑶、廖辅叔、容肇祖、朱东润、唐弢、程千帆、陈原、

夏衍、林默涵、季羡林、金克木、张岱年、王元化、王季思、缪钺、

钱南扬、许钦文、臧克家、秦牧、黄秋耘、林林、林庚、敏泽、钱仲联、

吕剑和袁鹰。凡中国的读书人，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在阅读他们。这批

文献都富有文学欣赏性，也极富中国文化风格（重点见第 27 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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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卷》）。第 19 册《国际交流卷》，反映了钟敬文先生的国际交往

和学术视野。钟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即

投入抗日战争，后来由于社会变迁等原因，很难再出国，但是，留学

海外的基础对他一生坚持学术开放都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印度的

泰戈尔，德国的歌德和海涅，法国的雨果和罗曼·罗兰，英国的拜伦，

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等等，都在他的研究与写作范围之内。他特别喜

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之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在自己的民俗学著

作中加以谈论。我们的问题是，钟先生的这种关注是出自单纯的外国

文学观？还是从他者杰作中回看中国整体文化观呢？答案是后者。他

说：“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坛，正像各国的商场一样，日益强度地国际

化了。特别是我们中国，她二十年来所表现的现象，证明了这种趋势

的存在。这不是一种应该忧虑的事。……我们说到接受遗产（作为作

家的修养而接受遗产），那除了很少数的本国所有珍品之外，不能不

把国际上的伟大的创作品，来充当我们的‘目的物’。我们有什么理由，

可以拒绝对 那‘全人类’的卓绝业绩的继承呢？”（《周译〈浮士德〉

序》）。

《钟敬文全集》讨论这个核心问题的卷册，共 14 册，与全套 30

册相比，所占比例几为一半，余下的卷册告诉我们，中国民俗学研究

是与中国整体文化紧密相连的，而离开整体文化的文化主体性是不存

在的，这与那些单纯讲口头文学、故事流派、史诗传统和非官方民俗

的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又是十分不同的。

《钟敬文全集》涉及中外书刊、中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众多而

复杂，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形成期长、历史跨度大、覆盖面广。在他的

遗稿中，就留有日文、俄文和英文等多种语言的手稿，《全集》收录

其这些文稿的社会背景、历史契机、文化环境和出版条件又各不相同，

故对此要采取统一标准进行取舍是很难的，也是不能这样做的，故《全

集》在编纂中，尽量保持历史原貌，体现这位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巨匠

精神遗产的自身特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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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现中国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讨论《钟敬文全集》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钟

敬文全集》说明，钟先生是如何将中国各个传统的现象收拢在一起，

根据自我国情，参考他者先进学说，建设中国整体文化中的民俗学的。

在第 12 册《民间传承文化学卷》中，讨论了“小学”“文学”与“史

学”，这些都属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人文学问，钟先生在此基

础上面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新学科。在它们中间，有一部分可以用民俗

学的理论概括，如神话、故事、民歌和风谣，它们都比较简单，容易

在多层文化中交流，被很多历史经典所记载；但也有一部分不能用民

俗学理论总结，对此钟先生也未放弃，而是将之与中国整体文化一起

讨论。仅从这两点看，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学说的建立，经历了交叉

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过程。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分层

与社会分层相纠结，而中国民俗传承历史久远，又始终与各种分层相

伴随。第 16 册《文艺学卷》反映了他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为同中

有异的理论现象，而不是对立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研究的深刻思考。

第 17 册和第 18 册《鲁迅研究文存》是他为现代文学领域提供的独特

成果。第 10 册的《〈水浒传〉专书研究》和《女娲研究》，第 15 册《民

俗教育学卷》中的古典文学研究，第 11 册《民间传承文化学卷》中的

国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学科讨论，

这些都展现了中国民俗学这种人文学科的结构特点，这也体现了人文

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钟敬文全集》的编辑框架，尊重人文学科自己的历史，尊重民

俗学发展的学术规律，综合整理、分卷编辑。对钟敬文先生已经出版

的各种著述和散存各处的发表稿，以及大量的未刊手稿，竭尽全力搜

集，做到各类文稿齐备。在处理所有文稿的过程中，以高度负责和精

益求精的态度，分门别类地编排文稿，找出缺失的资料，核对档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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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对在有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文献，均撰

写背景说明；对钟敬文先生一生出入最多的民俗学、文艺学、古典文学、

现代文学、历史学和诗词学等学科的常用术语和不同时期使用的专门

用语，均做出必要的知识性注释；对所有文稿与信件中的手写体难检

字和异体字，都做了仔细的校勘。本次编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力求

通过这套著作本身展示其固有的人文学科价值。

三、体现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内涵

钟敬文先生以百年人生，开创了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民俗

文化学几大学问，建立了世界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由于有以上阐

述的“一”和“二”，中国民俗学派与西方民俗学就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钟

敬文全集》的第 1 册即为《中国民俗学派》，第 2 册至第 15 册依次为《民

俗学概论》《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学与文化史》《民间传承文化

学》《历史民俗学》《民间艺术学》和《民俗教育学》，都在讲这类

问题，它们告诉我们中西差距之大。钟先生于 1949 年回到祖国，在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教书，1952 年院系调整后，留在北

京师范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在上面提到的第 27 册《学

术书信卷》中，记录了当时钟先生的创业历程。自 1950 年至 1999 年，

他与中央和地方民俗学机构和社团的通信很多，这些通信在他的各类

学术信札中历时最长，通信的范围也最广，遍布华北、西北、东北、

华东、华南和香港等多个地区。纵观《钟敬文全集》，全面反映了钟

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历史成就，内容涉及学术研究、文学创

作与研究、高等教育、学术社团建设、社会活动和国际交流等多个方

面，展现了他开创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和民俗学高等教育事业的独特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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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品格

钟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坎坷和挫折，始终过着追求真理和坚

持科学精神的高尚生活。他们在各自的学问上独领风骚，享誉中外，

但仍然保持着多学科的合作。他们告诉我们，人文科学如何在互相依

存中发展，在相互学习中壮大。他们用自己的学问人生激励后学要提

升道德、培养定力、善于合作、追求卓越。

什么样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资源能使这代人能够始终保持风骨和学

术自信？这个问题，对于前人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知

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问题。《钟敬文全集》回答了这个问题。第 22 册

至 25 册的《诗词学卷》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诗学修养对他起了特殊

作用。他经常引用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对他有三个不同寻

常的意义：一是养气，二是养文，三是养性。关于养气，指在人与自

然高度合一的状态中达到相通透和能比喻的境界，由此反躬学问与创

作，如刘勰所说：“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就像云气那样变

化多端，又像波涛那样汹涌起伏而变化无常。关于养文，是要将“才、

气、学、习”综合处理，承认天赋，也要加强后天训练，达到“涵泳”

的境界。关于养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有专门讨论。钟敬

文先生在一篇长文《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中写道：“在 1957 年对

知识分子的扫荡中，我就成了‘垃圾’，‘文革’中更是劫运难逃了。

经过不断的烈风暴雨的袭击，接着来的是‘置散投闲’。像我这样的

书呆子，是不惯于优游度日的，于是旧习难忘，加上一些同遭遇的朋

友相嬲，我重新燃起了诗炉的火。”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与俞平伯、

叶圣陶在一起写诗论诗，完成了《钟敬文全集》第 23 册《白香词谱》

的校注工作，他还说：“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

二百种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

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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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钟敬文全集》历时八年，让我们由衷地仰视这位学术

大师。他的著作不是普通的精神遗产，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现

代学术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他的极为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撰写

和发表科学著述的极为认真、极富使命感的学者态度，他的勇于接受

历史检验的知识分子胆识，以及他的亲近人民的巨大人格魅力，无时

无刻不在感染着我们，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应该同他的这批丰厚著

述一起传承。

在我国 1950 年代评定的一批“一级教授”中，在出版《全集》方

面，钟敬文先生可能是最晚的一位。应该说，《钟敬文全集》终得出

版，得益于改革开放 40 年所创造的国家社会发展机遇、学术研究氛围

和对外交流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本文所强调的有赖于对中国整

体文化性质的认识，有赖于对中国人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以及有赖于对

中国民俗学特征的认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跨文化学建设才能解决，

我们愿意用不懈奋斗去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去接近钟先生设计的目

标并扩展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