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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教育与地方文化研究的良性互动

——“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地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综述

黄建兴 ,  朱定远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摘 要：高校研究生培育工作如何紧密联系社会需求？地方民俗文化与社会研究如何突破传统模式，

走出多元路径？“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地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针对上述问题，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

以学科交互为手段，以校地共建为支撑，积极探究研究生跨学科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及地方文化研究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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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高校研究生教育多以院系专业为划分

标准，采用导师责任制，分学科、专业各自培养。

这种培养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有明显的缺

陷，特别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以及专业的不

断细化，研究生学习兴趣与专业限制的矛盾，

研究生多元的知识需求与导师单一的知识结构

的矛盾越来越突显，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生学

习兴趣的提高、知识面的拓展及真正跨学科培

养的可能性。为了改革传统研究生教育以高校

院系专业为划分依据及固定的导师责任制，探

索跨院校、跨专业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提

升研究生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温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于 2014 年

在福建师范大学举办了 “首届中国研究生地

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研习闽东地方民俗

与社会，成效显著 [1]。随后三届研习班分别于

2015 至 2017 年在温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

大学举办，研习了浙南、浙西、闽南多地的社

会民俗文化，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8 日，第五届中

国研究生地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在福建师范大

学、莆田市贤良港、湄洲岛、福州永泰方壶岩

成功举办。本届研习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研

究生院，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2018 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信仰海外

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研习

班为期九天，吸引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南

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学、

宗教学、传播学、法学、艺术学、音乐学等

48 名师生参与。

一、研习班的形式与内容

      同前四届研习班一样，第五届研习班紧紧

围绕着“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

的跨学科学习，增加各高校间教师与研究生的

交流，充分利用各高校的师资资源”为中心而

设计，借研习实践活动，提高研究生历史文献

解读和田野调查实践的能力，并通过高校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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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联合办班的形式，为高校不同专业的师

生搭建一个研究地方民俗与社会的良好平台，

推动高校师生的社会服务工作。本届为期九天

的研习活动共分“主题演讲”“陈靖姑文献

展”“田野实践”和“交流总结”四个环节。

      （一）主题演讲

      8 月 21 日上午至 8 月 22 日下午，来自各

大院校不同学科的教师为研习班学员奉献了八

场精彩的讲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

劳 格 文（John Lagerwey） 主 讲“Xucun,a Brief 

History 许村的历史”。劳格文强调地方社会研

究“时空结合”的理念：欲想了解中国历史的

全貌就要深入到乡村中去，重视乡村历史的线

性发展及空间结构的时代变迁。福建省艺术研

究院叶明生研究员带来“福建民间信仰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讲座，指出民间信仰申报“非

遗”的重要性。福建不少民间信仰以“信俗”

名义申报，成为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

表，这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有相当大的

促进作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国平

教授主讲“福建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对福

建民间信仰的概况和类型作了具体分析，指出

当地民间信仰不仅数量多、种类杂、影响大，

具有区域性和宗族性等特征，并且沿海与内陆

的民间信仰也各有特色。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

研究所张泽洪教授的讲座主题为“历史民族学

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他强调历史学与

民族学研究结合的必要性，并系统论述了我国

历史民族学的发展、主要成果及研究方法。福

建省社会科学院杨彦杰研究员提供“民间寺庙

账本的解读”的案例，精彩解析宁化县夏坊“七

圣庙”账本，借此揭示民间神明崇拜与地方经

济利益的关系：地方各种社会势力的博弈会导

致庙宇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厦门大学历史系

张侃教授讲授“历史人类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

新路径”，从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契机

谈起，以福建培田和安溪湖头两个田野点为

例，展示当下历史人类学研究新方法。浙江大

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杜正贞教授主讲“诉讼档

案中的契约证据”，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讲

解如何使用民间诉讼档案中的契约证据，其中

涉及到了丰富的古代和当代的律法知识。福建

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杨文法副所长的讲座题目

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与宗教政策法规”。

他结合自己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的经验，生动解

析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形势、特征及相应的政

策法规。

       （二）陈靖姑文献展

      本届研习班增加“文献展”内容。研习班

主办单位与福州市陈靖姑文化研究会在办班期

间联合举办了“陈靖姑文献展”。陈靖姑文献

类型多样，不仅包括历代地方志的记载，也包

括散落于民间的相关文人笔记小说、剧本、评

话、鼓词、族谱、碑刻、艺文、联对及道坛的

经咒唱本等。除了这些实物纸质文献外，民间

还流传大量诸如陈靖姑民间传说故事之“口述

文献”，当代网络和手机新媒体也有不少“虚

拟（数据）文献”。文献展的目的是让学员们

通过接触第一手文献，更多地了解民间信俗文

献的类型、特征和基本内容。

       （三）田野实践

      8 月 22 日下午，研习班师生分成三个调研

小组，分赴莆田贤良港、莆田湄洲岛和永泰方

壶岩开展田野实践，至 8 月 27 日傍晚返回福州，

为期六天。

        1. 贤良港妈祖信俗与乡村振兴研究

      贤良港调研组师生先在当地聆听了四位来

自东南亚专家学者关于海外妈祖信俗的讲座，

分别为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洪玉华执行长

的“宗教融合与传统：菲律宾当地妈祖天后与

圣母玛利亚的结合崇拜”，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刘崇汉副总秘书长“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

传播及与中国之交流——以怡保、吉隆坡及马

六甲天后宫为例”，泰国法政大学国际学院杨

保筠教授“泰国妈祖崇拜初探”，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文系许源泰高级研究员“曙海祥雲 波

靖南溟——新加坡妈祖信仰的传播沿革与跨国

网络”。组织者之所以安排这样的环节，是想

让学员们基于当前“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

了解妈祖信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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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在地化情况，进而从新的角

度反思当代妈祖信俗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国际

影响。新加坡许源泰老师在对妈祖跨国网络的

研究中利用了 GPS 和跨国数据库交叉比对等

技术。这是相当前沿和实用的研究方式，对未

来的地方信俗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随后几天，师生们在莆田湄洲湾北岸经济

开发区贤良港、莆禧古城、东吴村、王厝社区

等地围绕“贤良港妈祖信俗与乡村振兴”主题，

结合自身的学科知识，对当地的妈祖信俗进行

了多角度的调研。带队老师们从学员个体情况

出发，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研究方法

的指导，全方面指导学生的田野调查工作。在

选题上，有学员计划探讨妈祖信俗文化与贤良

港社会事务的交互，老师们觉得题目过于宽泛，

建议该生将调研范围缩小至教育领域，以当地

的“妈祖小学”为个案，从历史学、宗教学和

教育学的多向视角探究妈祖文化与地方教育的

互动。对另一位有意探究贤良港当地“纸马艺

术”的艺术学专业学员，老师们认为纸马的收

集、整理与记录容易流于形式，最好将其置于

民间信仰社会功能和信众心理的视域之下进行

解读。复旦大学李娅杰对贤良港传统航海针簿

作文献解读时，不仅应用了历史学传统的文献

分析法，还结合现代的地理信息技术来定位针

簿中古老的航海坐标，并与古代的航海图相比

对，借以展现沿海百姓丰富而立体的海洋生活

及想象。近年来学科交互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

潮流，在其影响之下，研习班学员多能自觉运

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调查对象加以分析。对

复杂而多样的信俗文化做详细解读时，交叉应

用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

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显得尤为必要。

      经过六天的田野调查，贤良港调研组对当

地妈祖信俗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妈祖

信俗与乡村教育上，学员们发现贤良港在地方

教育中实现了对当地传统妈祖信俗文化的传承

和传播，而妈祖信俗文化也以多种方式为当地

教育提供帮助，极大地促进了贤良港乡村教育

的发展。这种乡土文化与乡村教育间的良性互

动模式，对当前各地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在妈祖信俗与乡村公益方面，

贤良港妈祖祖祠与“莆田妈祖公益”形成了“民

间信仰宫庙—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模式。民

间信仰宫庙不仅能依靠本身的收入和信徒的捐

款来为公益组织提供活动经费，还能依托信仰

力量来坚定志愿者的公益信念和增加志愿者活

动的积极性。二者在合作中共同宣扬妈祖“立

德、行善、大爱”的精神，这无疑有助于新时

代乡村振兴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调研组学员还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

振兴等视角解析传统信仰型乡村贤良港和周边

村落的当代发展趋势、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

途径。还有学员以贤良港天后祖祠为例，探讨

了信仰联结下海峡两岸民间的交往互动对提升

两岸文化认同度的重要作用，及当代民间信仰

组织是如何将当地经济权威、地方文化权威和

地方政治精英联结起来，以组织成员的多重身

份融合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从而实现民间信

仰组织的现代性发展，这一探究对于基层自治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妈祖信俗作为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还具有丰富的

当代表现形式。妈祖信俗对贤良港的经济文化

有重要影响，在乡村治理中也有其特殊作用。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运用这些

传统文化资源，引导民间信仰文化同社会主义

乡村建设相适应，需要我们在乡间地头，在具

体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本次调研正是这样一

种有益尝试。

        2. 湄洲岛妈祖信俗之“传统与现代”研究

        湄洲岛作为妈祖信仰圣地，除妈祖祖庙外，

岛内与妈祖相关的宫庙还有 14 座，各庙宇之

间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庙宇网络体系。

其中蕴含的妈祖信俗文化内容丰富，特点鲜明，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年来，以妈祖祖庙董事

会为核心，岛上又成立妈祖祖庙义工队、妈祖

慈善基金会等现代组织，形成一个新的运作体

系，妈祖文化再次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湄

洲岛调研组以“传统与现代”为主题，探寻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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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信俗在岛上的历史变迁和当代发展。

      在妈祖信俗的历史源流与变迁上，调研组

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特别关注湄洲岛妈

祖祖庙神像的分灵系统与岛内庙宇及社区之间

的关系。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有学员从近年祖

庙分灵神像的数据来分析湄洲岛妈祖信仰的分

灵方式和分灵范围。妈祖分灵的辐射范围大致

有岛内与岛外两大分灵系统，仅就岛内系统而

言，该系统内部不仅存在多层子系统，并且各

系统的妈祖神像各有异同。祖庙和岛内其他妈

祖庙以神像为媒介，配合元宵节岛内的巡游活

动建立起紧密的仪式互动。还有学员从民俗学

的视角着手，研究庙宇与社区的关系，发现湄

洲岛居民的人生礼仪（出生、结婚）大都与社

区的妈祖庙宇相关。但岛内妈祖的神灵系统并

不能处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死亡与孤

魂野鬼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当地人会求助

于佛堂或者佛寺，如湄洲岛内的镜峰寺，专门

处理孤魂野鬼的祭祀问题。有趣的是，除了妈

祖之外，湄洲当地人亦在不断地挖掘新的神明。

这些新的神明具有强烈的宗族性特征，如樟莲

寺庄秀莲姑娘信仰的流行就与当地庄姓家族有

密切的关系，其传说还带有妈祖信仰的色彩。

简而言之，就湄洲岛而言，“妈祖”信仰虽是

岛内绝对的核心，但是也有其他神明信仰和宗

教传统的交叉补充。

      在妈祖信俗的现代发展方面，调研组重点

关注了岛内妈祖义工队组织。由于义工组织的

流动性较强，调研组主要采用实地采访和“亲

身体验”的方式来了解这一组织。当前湄洲岛

的妈祖义工组织已具有一定规模，主要由祖庙

义工队、公司义工队和其他社区义工队三个部

分组成。公司义工队是一种新型的妈祖公益组

织。海南国润天地公司董事长出于对妈祖精神

的感召，与董事会沟通后成立这一组织，公司

员工自愿来祖庙做义务讲解是这支义工队的主

要参与方式。岛内还有不少台湾同胞参与到祖

庙妈祖义工队的服务与建设之中。按台胞义工

参与义工队的背后动因，大致可将其分为团队

组织、个人意愿、还愿义工三个类别。湄洲岛

妈祖义工队作为妈祖信俗文化的重要宣传力量

和直观具现，对于当代民间信俗文化的转型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一个与台交流

的民间组织，义工队还起到了沟通两岸民间互

动交流的重要作用。

       调研组还探究了祖庙慈善事业的当代发

展，特别是 2013—2015 年，由于奖教助学办

法的实施和祖庙慈善基金会的成立，祖庙用于

慈善事业的金额大幅提高。通过对相关数据进

行统计分类整理可知，祖庙近年来慈善事业的

范围逐步扩大，甚至开始涉及海外地区，相关

运作制度与章程也较之以往更为完善。为了更

好发挥开展社会服务和组织公益慈善，祖庙还

设立了独立部门来管理慈善活动，这与贤良港

的助教中心极为类似，两者都为其他民间信仰

组织在乡村事务中的良性参与提供了参照。

      湄洲岛妈祖祖庙近年还对妈祖传统仪式进

行了创新。2018 年祖庙最新推出“晨拜妈祖，

祈福诵经”仪式。这一宗教仪式既是对传统佛

教早课的借鉴和台湾诵经团的模仿，也融入了

当代妈祖祭典因素成分。通过诵经仪式空间的

布置，神像、法器的陈设和音乐与唱诵的结合，

构建出一个庄重肃穆的宗教氛围，以此来加强

信众对妈祖的崇拜感，并满足信众的精神需要。

对祖庙而言，诵经团“晨拜妈祖”仪式的推出，

在增加祖庙收益的同时也是对妈祖精神的一种

宣扬。

      从湄洲岛小组的调查来看，妈祖信俗作为

一种文化载体，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现代的

发展，但二者并不是割裂的，“晨拜妈祖”传

统仪式的创新就很好地展现了二者的融合。民

间信俗文化研究除了要重视其传统历史研究

外，还要关注其在现代社会所出现的新兴特征。

        3. 方壶岩张圣君信俗和境社文化研究

      方壶岩调研组的重点是方壶岩张圣君诞辰

仪式与盘谷乡各境社寺庙和宗族的关系。方壶

岩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盘谷乡境内，是海峡两岸

张圣君信俗的发源地。农历七月廿三日为张圣

君诞辰，当地在此日会举行较为隆重的纪念仪

式。诞辰日恰巧在研习班举办期间，对于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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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8 月 22 日至 23 日，调研组完整观摩了张

圣君诞辰仪式，并乘隙考察方壶岩的地形、地

貌，访问参加仪式的群众。24 日至 26 日，师

生深入盘谷乡各村庄，以寺庙和宗族为切入点，

对盘谷乡传统社会进行细致的调研。由于学员

们多对于盘谷乡较为陌生，这就使得他们可以

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观察、思考。学员的调

研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张圣君庆诞仪式的

内涵、地方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地方信

仰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运作。

      张圣君诞辰在当地民众生活中有着非同一

般的意义。自明隆庆二年（1568）起，张圣君

诞辰仪式就定于每年的农历七月廿三日举行。

整场庆诞醮仪持续两天，廿三日当天还于方壶

寺内设宴席，摆酒答谢各方信众。庆诞醮仪是

在闾山派科仪的基础上，吸收了瑜伽醮的科法，

共包括发表、请佛科、午供科等十个科仪。圣

诞醮仪期间还穿插了当地富有特色的“谊子拜

契”仪式（信众拜神明为契父的仪式）。该仪

式不仅体现了谊子个人的禳灾愿望，还附带着

谊子对神明和所属庙宇的终身义务。谊子们组

成了一个聚集在庙宇周围的特殊群体，要随时

待命为庙宇提供物资和劳力，是神明信仰构建

与发展的重要推力。

      永泰县盘谷乡所处旧称平夹、平谷，位于

闽中高山间的大盆地，是一个封闭式的地理单

位。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和统计学方法对相关数

据和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调研组发现盘谷

乡的聚落开发进程与明初的屯田制度关系密

切。明永乐二年（1402），张、郑、方、刘、

蔡等姓军户以“顶军”和奉金牌事例屯种两种

形式迁至盘谷乡。这批军户家族对维护地方治

安、发展文教与公益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人口的增多与地方的开发，盘谷乡十八境逐

渐形成。这一过程与地方多元信仰传统的发展

有关。在盘谷乡，除各宗族和各姓自己的大王

庙或师公庙外，还有共同尊奉的神明方壶岩张

圣君、龙翔堂泰山王、五显殿五显大帝以及积

善堂卢公祖师。最初社区的边界往往依据地理

特质凭水分流，但随着境内聚落与人口的扩张，

风水与仪式逐渐成为边界区隔的有力工具，在

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境的边界经历着不断拓

展或缩小的变化，其背后呈现的是宗族势力的

角逐及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当下，永泰县盘谷乡存在两种类型的民

间理事会：寺庙理事会与宗族理事会。寺庙理

事会主要负责寺庙的日常运行与节日举办，宗

族理事会则以处理宗族事务为中心，亦会负责

所在境社较小寺庙的日常事务。两种理事会在

举办大型民间信仰节日上会通力合作。在组织

上，理事会机构较为健全，其人选以老人为主，

通过协商、选举产生。两种类型的理事会实则

集合了传统社会的民间精英。民间信仰和宗族

是理解盘谷乡社会的两把钥匙。张圣君信仰在

盘谷地区由来已久，是团结乡民、连接外地的

文化纽带，是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信

仰。较为完备的宗族组织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为盘谷乡的众神信仰提供了可能性，以方壶

寺张圣君母殿为核心，以卢公堂、泰山堂、大

王庙、五显大帝等为辐射的信仰网络，将盘谷

地区联成一个有共同信仰、共同记忆的集体。

因信仰而生的节日与活动不仅影响到民众的日

常生活，也影响到盘谷地区的社会发展。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们主动找村民交谈、

参访各个不同庙宇和宗祠、晚上大家还聚在一

起交流心得体会。大家对于传统地方信俗和社

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于地方民众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

二、研习班特色

     “研习班”理论学习与田野实践并重的特点使

其受到了当前高校研究生教育界的青睐，不少高

校都采取了该实践方式来调动研究生学习的积极

性，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相比于国内其

他研习班活动，“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地方民俗与

社会研习班”明显具有以下 3 点创新。

      （一）跨学科、跨地域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不同于其他专业内部的研习活动，地方民

俗与社会研习班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传

授。研习班在既定主题之下，特意邀请不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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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背景的教师前来授课，通过个案研究的剖

析，阐释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虽

然研究主题仍是地方信俗，调查方式仍以田野

调查为主，但是在教师的主题演讲环节，组织

者竭力避免一门学科唱独角戏的格局，讲座既

涵盖传统的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

领域，也与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相结合，

从多个角度向学员传授学术研究的方法和学术

前沿理论。教师们的演讲涉及西南、福建、浙

江、安徽等多个地区的研究个案，尽量让学生

从不同地区的探究中总结学术研究技巧的一般

与特别。几位东南亚学者还在贤良港为小组成

员分享了来自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

亚的妈祖信俗文化研究动态，极大地拓展了学

生的视野。在其影响之下，学员们的研究选题

也突破了学科障壁，出现了跨学科相互交织的

局面。本次研习班同时在 3 个调查点开展田野

调查，其中贤良港与湄洲岛同处妈祖文化核心

地带，而永泰方壶岩则是张圣君信仰的发源地，

对 3 地的调研便于学员比较不同区域（沿海与

山区）的信俗文化，更深刻地体会当代信俗文

化现状和发展特征。这样的形式能极大地锻炼

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并将持续影响他们此

后的学习研究。

      研习班实则为不同高校教师提供了一个跨

学科联合教学的平台，也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

供了一个跨学科学习研究的平台。教师们联合

授课的效果远超他们在校的单独授课，研究生

们也可以借此开拓学术视野，增长见识，学到

很多他们在自己学校学不到的理论与方法，甚

至是教师本身也可以通过相互交流而有所收

获。不仅如此，参与研习班的研究生还可以通

过这个平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选择

来自外校不同专业的老师作为自己的合作导

师，从而真正进入跨学科学习。参与研习班的

研究生可以同时选择两三个导师共同指导研习

期间的田野实践和调研报告撰写。一旦这种

新型的“导师——研究生”关系得以确立，

导师们除了在研习班课堂和田野实践上指导

其学生，还要负责对学生未来的科研项目和毕

业论文作长期的指导。近年来，学者们逐渐认

识到，学科的分类和出现虽然使得知识生产更

加有序，但在独立学科探究不断纵向深入的同

时，学科之间的横向割裂也在不断加剧，知识

壁垒已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一大危机 [2] 。研究

还发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跨学科获奖成果

的占比已从 1901 年时的 30% 增至 2008 年的近

70%[3] ，当代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

      （二）注重与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的“联

合办班”

      本次研习班延续了往届与地方政府及组织

联合办班的传统，在前期踩点阶段就已经与福

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莆田湄洲湾北岸经济

开发区、贤良港天后祖祠、湄洲岛妈祖祖庙、

永泰盘古乡政府、永泰方壶岩张圣君母殿、福

州陈靖姑文化研究会等组织机构达成了良好的

共识，并在研习班期间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

对于高校而言，地方政府与组织的协助有效解

决了研习班开办的诸多难题。师生们在异地调

研期间的食宿、办公、采访均得到了妥善的安

排，确保了研习班活动的有序开展和研习目标

的实现。对于地方政府与组织而言，支持研习

班这样的学术型活动的开展，实际上就是在支

持对当地文化的挖掘和开发，研习班师生实地

调研后所获得的成果，将对当地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起到直接的作用。本次研习班的主题涉及

“乡村振兴”社会热点，旨在探索地方信俗文

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师生们的研究成果将潜

在地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制定提

供一些科学的参考。而对于研习班学员来说，

他们得以在参加研习班的活动期间走出学术的

象牙塔，获得与政府机构、地方组织深度沟通

交流的机会，这既是他们搜寻学术研究资料的

一种途径，更是为将来踏入社会所做的一次铺

垫。通过与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互动，学员们或

许能够对当前社会的人才需求、能力需求、价

值需求方向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从而对个人未

来的求学或就业目标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可

以说，这种联合办班的形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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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意义，走出了一条多元发展的新途径。

      研习班的调研实践其实也是高校与地方政

府在探索地方传统优秀文化挖掘、传承、保护

和研究道路上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对于

高校来说，研习班活动既培养了学生，又开展

了课题研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研习班师生

在当地的调查研究也促进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挖

掘和宣传；学者专家对于地方文化的观点和见

解，也加深了政府干部和文化人士对当地传统

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各地方政府相当重视研习

班活动，贤良港组的开班仪式在莆田市湄洲湾

北岸经济开发区政府举行，闭幕式上还举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妈祖文化贤

良港研究基地”授牌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与贤良港天后祖祠双方共同签署

了合作协议。此外，北岸经济开发区政府官网

对研习班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并

盛赞“专家学者、师生们为北岸妈祖信俗未来

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

具体的建议”[4]。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9 年

10 月底，包括“福建新闻联播”在内的近 20

家媒体网站对本次研习班有不同方面的重点报

道与宣传，这些报道都对本次研习班与地方政

府的校地合作共建形式表示赞赏。“校地共建”

作为一种重要的合作机制，高校能为地方发展

提供具有目标导向性的人才培育和理论支撑，

而政府则在高校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中提供“法

律、政策、制度、资源、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服

务、引导、支持和激励”[5]。这一机制不仅有

利于院校与地方政府整合优势资源，实现高等

教育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共建共

享共益。还能以更高的水平完成区域高等教育

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6]。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

       过去对于地方信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历

史传统面，注重考查某一信俗的仪式、传承谱

系、神灵形象等，但本次研习班除了继续挖掘

地方信俗文化的传统因子外，还鼓励学生打开

思路，拓宽眼界，寻找新的切入点，从现代视

角进一步审视信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社会功

能。特别是贤良港与湄洲岛调研组，学员们大

都将调研选题的关注点投向现当代，共同探讨

地方信俗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演变和功能意义，

这些研究都将在不同程度或直接或间接地对社

会产生影响。如对于贤良港天后祖祠与台湾妈

祖宫庙的互动调研是研究当代两岸民间交流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妈祖宫庙义工组织和妈祖

教育的调研则证明了民间信俗在当代仍有很多

积极正面的社会功能；而对于信俗文化在乡村

文化空间构建功能上的分析和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经济效益的关注则又从不同角度为当前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现献计献策。这些研究都突破了

传统信俗文化研究的“地方性”局限，具有一

定的普适性价值。事实证明，这一视角的切换

是很有成效的，研习班最后一天进行成果报告

时，不少长期研究信俗文化的教师都对学员们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表示赞赏，学员们也深感自

己的学术思维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围绕“地方信俗与乡村振兴”主题展开研

习，采取论坛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积极

探索地方信俗在当代社会的新功能和新意义，

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信俗的社会价值。在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

下，这种创新活动，对于当代新农村治理和乡

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同时也在

密切海峡两岸关系，促进台湾民族认同及文化

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地方信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福建地方信俗氛围浓厚、特点鲜明，许多

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在建设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方

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此次活动中，与会专

家学者、老师同学均表现出对地方信俗求真务

实的严谨学术态度，提出了一系列保护、传承

和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思路、好想法、

好建议，为当代社会新农村文明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支持。

      学术活动总是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研习班

师生们通过创新性调查研究成果反过来作用于当

代地方民俗的保护与发展，乡村的治理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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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

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

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

规律性的新实践”[7]。这就恰恰是在要求我们

当前在继续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更要注重对

所产生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尤其是要让这些理

论服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改革开放 40

年的天翻地覆已经证明，民间信仰价值空间的

营造对重建社会资本、社会精英、社会活力、社

会自信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如何在新时期继续推

进民间信仰的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挖掘其社会服

务功能，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议题 [8]。而要

实现这一目标，更必须要在现今研究生的教育

培养中植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的意识导向，从一开始便引导他们下意识地

将所思所学落实到实践运用中去。

      研习班在研究生的跨学科培养及与地方政

府的联合办班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通过跨学

科的联合教学和实践，研究生们初步学会了“跨

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掌握了一定的田

野调查技巧，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通

过与各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联合办班，高校

既培养了学生的研究能力，也为地方社会的文

化挖掘与研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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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duate Education and Local Culture 
Studies

——A Summary on the "Fifth Post-graduate Workshop on Chinese Local Customs and Society "

HUANG Jianxing,  ZHU Di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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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will college graduate education be closely linked with social needs? How can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social researche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ls to form a diversified path? Focusing on the 

above issues, the "Fifth Post-graduate Workshop on Chinese Local Customs and Society" guided by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ely explores new mode of interdisciplinary joint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new 

approaches of local cultural researches in discipline interac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particula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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