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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汉文化中人的“生涩”“夹生”与“成熟” 周 　星（５）⋯⋯⋯⋯⋯⋯⋯⋯⋯⋯⋯⋯⋯⋯⋯⋯⋯⋯

从格尔茨反思到艺术自觉 ：普世与特殊的中和 纳日碧力戈 　毛颖辉（２５）⋯⋯⋯⋯⋯⋯⋯

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 徐赣丽（２９）⋯⋯⋯⋯⋯⋯⋯⋯⋯⋯⋯⋯⋯⋯⋯⋯⋯

新型城镇化语境下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与维度 刘爱华（３９）⋯⋯⋯⋯⋯⋯⋯⋯⋯⋯⋯⋯⋯

学术访谈

民俗学在国际与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

———对话福田亚细男 ［日］福田亚细男 　施爱东 　彭伟文（译）（４７）⋯⋯⋯⋯⋯⋯⋯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日］福田亚细男 著 　彭伟文 译（５８）⋯⋯⋯⋯⋯⋯

民俗学史

从“谨俗”到“顺上”

———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章 　宁 　晁福林（６３）⋯⋯⋯⋯⋯⋯⋯⋯

“辩风正俗” ：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党 　超（７１）⋯⋯⋯⋯⋯⋯⋯⋯⋯⋯⋯⋯⋯

黄侃对民间俗语的研究 李 　婧（８０）⋯⋯⋯⋯⋯⋯⋯⋯⋯⋯⋯⋯⋯⋯⋯⋯⋯⋯⋯⋯⋯⋯⋯⋯

存古 ：民初顾颉刚“保存唐塑”之倡导及其回应 史献浩（８６）⋯⋯⋯⋯⋯⋯⋯⋯⋯⋯⋯⋯⋯

民 俗 史

诗意 、理性 、俚趣 ：宋代民俗文化的审美特质 刘若斌（９４）⋯⋯⋯⋯⋯⋯⋯⋯⋯⋯⋯⋯⋯⋯

从粤东客家山歌与烹饪的关联性看区域经济民俗中的盐粮文化系统 周 　琍（１０１）⋯⋯

韩国传统婚俗中的“中国元素” 殷雪征（１０８）⋯⋯⋯⋯⋯⋯⋯⋯⋯⋯⋯⋯⋯⋯⋯⋯⋯⋯⋯⋯



　 　

民俗观察

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

———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董磊明 　李 　蹊（１１８）⋯⋯⋯⋯⋯⋯⋯⋯⋯⋯⋯

丧葬仪式 、信仰与村落关系构建 李汝宾（１２７）⋯⋯⋯⋯⋯⋯⋯⋯⋯⋯⋯⋯⋯⋯⋯⋯⋯⋯⋯⋯

山东民间剪纸艺术的保护与开发 王 　玉（１３５）⋯⋯⋯⋯⋯⋯⋯⋯⋯⋯⋯⋯⋯⋯⋯⋯⋯⋯⋯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李 　凡（１３９）⋯⋯⋯⋯⋯⋯⋯⋯⋯⋯⋯⋯⋯⋯⋯⋯⋯⋯

学术评论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 ：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王立阳 　胥志强（１５０）⋯⋯

迈向中国民俗学新的征程

———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 ２０１４年年会综述 张 　多（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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