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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辑）》

内容概要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4辑)》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4辑)》主要内容包括：特稿、民俗学研究、文献学研究、词汇学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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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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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　冲绳来看的中华文明——谨以此文献给钟敬文先生　国家水治与北京水治　钟敬文主编
六卷本《中国民俗史》成果述要　日本的文化政策与传统民俗保护制度　浅谈民俗地图编制的民俗学
基本理论问题民俗学与人类文化学研究　大众传媒与大学校园民间文学的运作　表演的模式性 文献学
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校文津阁本记　曹植赋校释数则文字学研究　子组卜辞和
花园庄卜辞之子　从汉字的正俗消长看汉字的本体功能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二） 　《房山石经》与
《龙龛手鉴》字样关系比较分析　《麽经布洛陀》中的音义型古壮字词汇学研究　从音义结合的角度
训释唐诗几个语句中的词义　“文革”语言中成语的使用及其特点　“一般词汇”及其再分类献疑　
历史传承式双音复合词意义变化的类型　类训琐议——兼论《尔雅·释诂》的训释训诂学与语义研究
　安娜·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　字词释义两则　《唐律疏议》词义系统中的层序关系分
析　“垄断”及相关词词义辨正音韵学研究　黄侃古本声十九纽研究　万光泰古韵十九部谐声表笺释
　有关《切韵》音系性质的几个问题研究生论坛　也谈《同源字典》中的“实同一词” ——兼论离析
词项与字词关系的辨别　“醋”“酢”关系补论　段玉裁依《文选》李善注征引校勘《说文解字》平
议　传统节日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构建——以温州韩田村端午龙船竞渡为例研究资料　印欧语系简讯　
“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村落生活环境史》（Village Life in Modern
Japan-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g）简介 英文提要及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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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民俗资料保护制度的提出。民俗资料作为文化财的一种，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如人们也可以
将民俗资料分为有形文化财与无形文化财两种。但日本还是将它从有形文化财与无形文化财的体系中
分离了出来。对于有形民俗文化财，他们制定出指定重要民俗文化财制度，在有形民俗文化财的管理
、修理及公开展示等方面，也采取了和重要文化财大致相同的运作方式。而对于那些无形民俗资料的
保护，则是选出其中价值较高者，以田野报告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4．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公共团
体参与地方文化财保护工作的可行性。当时，在一些地区，参与文化财指定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公
共团体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修改的法律条文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和义务，并
鼓励它们参与文化财的保护工作。5．在这次法律条文的修改中，针对那些随意改造文物的行为，设
立了文物复原令。随意破坏文物者，将受到法律的追究，至于那些恶意毁坏文物者，将会受到法律的
更为严厉的惩罚。设定了在文物所在地施工前的提前申报制度。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修改后的
《文化财保护法》进一步明确、扩大了文化财的保护范围，在原有有形文化财、古迹名胜及天然纪念
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无形文化财、民俗资料及地下文物等等，使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财得到了更为
全面的保护，这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最全面的。其次，在原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
财的管理体制：在强调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绝对权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地方公共团体在保护、活
用传统文化财中的重要作用，并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从而调动了地方参与保护传统文化财工作的积
极性。此外，修改后的《文化财保护法》还加大了执法力度，维护了法律的尊严。1968年(昭和四十三
年)6月，日本文化厅成立，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正式停止工作，原来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对文化财指定及
指定解除的权限也自动移交给了文部大臣，而其他权限则自动移交给了文化厅长官。同时新设文化财
保护审议会，为文部大臣或文化厅长官提供咨询，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的机能在这里得到了延续。伴随
着都市的膨胀、城市的改造以及新区的建设，传统建筑面I临新的威胁。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与它们同生共长的风俗习惯、年中行事、民俗工
艺等具有传统文化表征的文化财也面临新的威胁。但在日本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与土地有关的名胜古迹
、天然纪念物及地下文物的埋藏地。住宅的开发，工厂的建筑，高速路的开通，农业基本设施的改造
，对上述文化财均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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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4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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