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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全面启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研究处主任 王锦强

1 月 23 日，中国民协 2018 年工作会议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会上，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宣布全面启动实施《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落实中办、

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重要抓手，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协在新时代

承担的国家重大的文化工程、民族复兴的示范工程、民间文艺的记忆工程，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工程由中国文联总负责，由中国民协

具体组织实施。

“传承工程”文件发布后，中国文联立即组织召开全国民间文艺界专

家座谈会，筹备组建了工程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编纂工作委员会和协

调工作办公室；中国民协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做了 20 多次调研和座谈

会，召集专家研究出版体例，编纂了《编纂工作手册》以征求意见，同时，

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了《关于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调查问

卷》，得到了各地的强烈反响和积极回应，并反馈了其所在区域民间文学

类别、资源分布、调查研究现状、人才队伍与相应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信息。

通过一系列前期工作，中国民协对项目做了宣传动员，了解了各地民间文

艺人才队伍现状和前期基础成果，明确了示范卷编纂要点，讨论了跨区域

协作、交流与合作机制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民协主持实施的“中国民

间口头文学数据化工程”已经采集完成和正在汇集的文本资料近 20 亿字，

这些都将为《大系》工程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源和可供借鉴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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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在全面调研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

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理念、新成果，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

表性的“四性”原则编选，以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港澳

台地区）的行政区划立卷，属于依照体裁归类的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

成果总集。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通过专家甄别遴选出民间文学各个门类当中符

合中华人文精神的经典性作品，以供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

中国价值。《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立足区域特色、彰显民族民间文化的多

样性，凸显全国各区域民间文化的传统与丰富样式，表现当代民间日常生

活。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

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民间文学理论等类别与

系列编选，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出版的大型民间文学文库，也

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对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汇

总结集。

（来源：2018 年 1 月 26 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要点

一、《大系》是在全面调查和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

研究的新理念、新成果，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

原则编选，以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行

政区划立卷，属于依照体裁归类的民间文学作品及调查研究成果总集。

二、《大系》萃取经典、服务当代，通过专家甄别遴选出民间文学各

个门类当中符合中华人文精神的经典作品，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价值。《大系》立足区域特色、彰显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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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把握民间文学实质，尊重民间文学规律，凸显全国各区域民间文化

的传统与丰富样式，表现当代民间日常生活。

三、《大系》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

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民间文学理论，包括谜语、歇后语、

寓言、童话、笑话、绕口令、民间格言、禁忌语、俗语等类别与系列编选，

精中选精，计划出版 1000 卷，每卷 100 万字。2018 年将分批推出示范卷。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也是一次

完全意义上的对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清理、系统整理和汇总结集。

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大系》将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定的

人民文化广泛传统信仰基础。有鉴于此，《大系》出版工程必将作为中华

民族民间文学的绝唱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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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专家专题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

在中国民协 2018 年全国工作会宣布全面启动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工程”）之后，中国民协加快部署，扎实

推进，于 1月 26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了专家专题研讨会。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邱

运华，中国民协副主席万建中、苑利，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吕

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晔原、北京大学教授陈连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利慧、萧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邱运华主

持。

与会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围绕大系工程各分类体裁出版项目的专家队

伍组成、各省示范卷分布方案、各体裁编辑体例和工作手册四个方面进行

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一、会议确定了史诗组、神话组、民间长诗组、民间故事组、民间传

说组、民间歌谣组、民间说唱组、民间小戏组、谜语组、谚语组、民间俗

语组、民间文学理论组共 12 个项目组；从本工程的延续性以及培养后续

人才梯队的角度考虑，各项目组的组长、副组长及组员以中青年专家为主

力，充分调动青年学者的积极性。

二、讨论确定 2018 年编纂出版示范卷计划。在探讨 2018 年各省示范

卷出版工作分配方案时，专家们综合考虑了各地区相应体裁民间文学资源

情况、特点以及人力、组织等现实条件等因素，初步确定了共计 55 卷的

示范卷体量。

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建设兵团民协应尽快组建分卷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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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推进编纂工作。

另外，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各体裁编辑体例的问题，对《大系》工程工

作手册进行了详细的修改（方案另发）；明确了进一步补充完善的方向。

（《大系》工程协调工作组办公室 覃奕）

▲简讯

1 月 30 日上午，根据文联党组会议的布置，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

运华、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王锦强一行代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朱庆，社长助理尹兴等一行五人，

在中国文联大楼 A805 会议室举行专题研讨，就大系出版工作进行深入探

讨。邱运华书记介绍了《大系》出版工程目前的进展状况、中宣部和中国

文联党组的指示精神，着重介绍了本工程在出版方面的目的和要求，提出

出版社要一把手挂帅、集中优势力量、及早启动编校队伍建设，全力做好

大系示范卷出版工作。王锦强处长结合民间文学的特性，指出本工程对高

水平出版物的要求。朱庆社长介绍了近年来文联出版社的重要出版成果，

就《大系》 的编辑、供稿、流程、资金情况、专业要求等方面工作做了

表态，双方还就一系列具体环节问题进行了沟通，并表示按照党组要求成

立专门的工作班子，共同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国家重大工程。

（张礼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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