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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
座谈会召开

中国日报1月20日电（记者 邹硕）近日，“中国民俗
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著作全编《钟敬文全集》出

版。1月19日，“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钟敬文
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大会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高等教育出版
社、北师大文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中心、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与敦和基金会协办。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文
联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文，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
许正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邱运华，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
华，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苏雨恒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北京大学著
名学者、我国跨文化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乐黛云先生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刘魁立先生，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王宁先生到会并发言。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陈建文主持大会。

陈建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钟敬文全集》首次出版是文化领域的一件大
事、喜事，是继20世纪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一代宗师费孝通、季羡林、白寿彝
等先生之后出版的又一套学术大师的“全集”。钟敬文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成
就卓越的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散文家、作家
和社会活动家，被国际学家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他是为数寥寥地受到我国
几代国家领导人接见过的杰出学者，学问涉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传统国
家、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诗
词格律学、新闻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巨
匠。《钟敬文全集》全面展示了钟先生的重大成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
值、社会现实意义和未来传承意义。

李屹指出，钟敬文先生是在我国20世纪国家民族建立和社会文化发展全过程
中涌现的文化巨匠。他毕生研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关注民生、重视社会基
层文化建设和国民素质教育，在多个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钟敬文全集》
全面反映了他的这些成就。

许正明提到，《钟敬文全集》是中宣部出版局立项的国家重点图书项目，
《钟敬文全集》是中宣部出版局2013年立项的国家重点图书，是我国改革开
放40年来形成的一大批重大学术文化成果之一。他指出《钟敬文全集》具有
将作者毕生创新维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投入中国高端学术文化出版的实践
高度融合、将独立学科文化的构建与中国优秀文化广博的知识系统相联系、
呈现跨文化交流意识与自觉成果等特点。

郝芳华指出，钟先生是在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毕生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大师。他将毕生投身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事业，主要
是优秀民间文化的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这主要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的。
他在北师大指导全国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新时期民俗学运动，经过长期
思考和社会实践，创立了中国民俗学派。我们要向钟先生学习，办好人民满
意的双一流大学。

潘鲁生指出，钟先生长期参与组织和指导我国20世纪各时期的新民俗学运动
与民间文学运动，晚年参与指导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运动，主编《中
国民间故事集成》，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精神遗产。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做了书面发言，由邱运华代
读。他在发言中说，《钟敬文全集》展现了钟先生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收
入了钟先生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灿烂华章。1949年，钟先生响应党的号召，
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同时也参与组建了新中国的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
展。

刘魁立先生在发言中指出，钟老全集的出版，是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的
大事，是对我们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他说，钟老
一直强调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厚基础，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
基。刘先生认为，钟老全集的出版，是完成了钟老将民间文化学问致力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复兴的心愿，也是完成了钟老所愿意承担的历史使命。

苏雨恒在发言中指出，全社上下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坚持出好
书、出精品，服务国家新时期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历时八年，成功出版了
《钟敬文全集》，创立了出版高端大型纯学术系列著作的新范例。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瞿林东指出，今天回顾钟敬文先生毕
生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不是一句空话，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
建设相结合，用纵深的历史眼光和前瞻的未来意识，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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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北师
大资深教授、我国著名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提到，《钟敬文全集》是将中
国上、中、下三层文化打通研究的成果，跨学科，跨文化，编辑难度极大，
突破点众多，对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具有不
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钟敬文全集》主编、钟敬文先生后学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
长董晓萍教授指出，《钟敬文全集》的凝聚力和文化定力是改革开放40年所
创造的国家社会发展机遇、学术研究氛围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环境所共同
构建的优势条件所带来的。在跨文化视野下，继承和发展钟敬文先生的学
说，要尝试解决普通人民与人类社会共同责任意识，这对中国民俗学的发
展、外界理解中国民俗学以及中国优秀文化为世界提供共享经验都很重要。

据悉，《钟敬文全集》共16卷，30册，1000余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
先生四代弟子与北师大文学院和相关科研院所多学科著名学者47人次编纂，
并与高等教育出版社通力工作，历时8年完成，全面反映了钟敬文先生在民俗
学、传统国学和国际交流等多领域取得的广泛学术成就和重大历史贡献，展
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学术大师著作中极少数拥有“中国学派”
地位的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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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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