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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大民俗学系 (2 0 0 0 年更名为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① ) 在美国之所

以享有很高的声誉
,

除了它建立历史长 (它是美国设立最早的民俗学系 )
、

教职员工多 (目前有 16 位专职教授
、

11 位兼职教授
、

6 位名誉教授
、

3 位特

别项目教授
、

4 位办公人员
、

1位管理民俗学图书馆的博士 )
、

著名教授多

(以后我们会进一步介绍他们 ) 之外
,

开设课程多和招收研究生多也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原因—
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民俗学专业的学生

.

是印大民

俗学系声名远扬
、

并长期成为美国民俗学教学和科研中心之一的另一个关

键
。

目前该系在读研究生 (含硕士生博士生 )有 120 来人
,

每学期开设的课

程虽然有同有异
,

但大体上每学期向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总有 20 门左右
、

研

究生课程有 20 门以上
。

这一回我们就来和大家谈谈印大民俗学与音乐文

化学系对于学生的培训以及课程的设置情况
。

由于涉及的问题多
,

为避免

琐碎
,

我们就拣重点和对国内民俗学教学较有参考价值的说一说
,

而且我

们将特别侧重其中民俗学专业的设置情况
。

一
、

民俗学专业的本科生培训和课程设置

印大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向全校的本科生开设课程
,

对民俗学与音

乐文化学感兴趣的是本科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该系课程而获得民俗学专业

或音乐文化学专业的学士学位
。

无论是打算主修或是辅修该专业
,

学生进

姻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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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印大伊始
,

往往会先与该系的本科生导师联系
,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

商议 自己的学习计划
、

选择哪些必修课程等
,

使学生为将来的发展早做准

备
。

一般刚进门的新生首先要学习一些介绍性的必修课
,

例如
“

民俗学概

论
” 、 “

世界音乐与文化
” 、 “

美国民俗
”

等
,

同时学习外语
、

数学
、

英语作文

等
。

而且该系还鼓励学生选修人类学系
、

社会学系
、

世界各民族研究诸系所

等相关单位的课程
。

一般提前一个学期
,

印大民俗学系就会向学生免费提供印刷好的下一

个学期的课程手册
,

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该系即将开设的所有课程 (包括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 )
、

各课的主要内容
、

上课时间
、

上课地点
、

任课教

师
、

教师对该课程的要求 (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目
、

应该完成多少篇作业
、

如

何进行考试等 )
。

在印大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的课表中
,

标号 4F 99 以内

的课程
,

都是为本科生开设的
。

其中
,

100 号打头的基本是介绍性的课程
,

要求刚进人该专业
、

或正考虑是否进人该专业以及非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学

习
。

例如 F 10 1 “
民俗学概论

”

(3 学时 )主要介绍民俗与民间表达方式中的各

种形式与体裁
,

如故事
、

歌谣
、

手势
、

信仰
、

游戏
、

谚语
、

谜语和传统艺术等
,

并且介绍民俗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
。

F 13 1
“

美国民俗
”

(3 学时 )将介

绍美国社会不同群体
、

不同种族
、

不同职业
、

不同区域
、

不同宗教的群体中

体现出的各种民俗
、

传统表达行为
、

传统艺术
、

观念与行为实践
。

200 号打

头的课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
,

集中介绍民俗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理论与方

法
,

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

一般方法论等
,

学生通过选修这部分的课程
,

基本上能完成民俗学系主修或辅修的课程要求
。

例如 2F 51
“
民俗学的理论

与方法
:

音乐文化学概论
” ,

引导学生了解在音乐与文化研究方面的各种理

论
、

方法
、

关键问题
、

争论问题
、

教学和研究的资料来源等
。

30 0 号打头的课

程是介绍世界各特定地区和民族的民俗与音乐的
。

例如 3F 05
“

东亚民间宗

教
”

( 3 学时 )
,

引导学生了解在当代中国
、

韩国和 日本流行的各种民间宗教
,

如韩国的萨满教
、

中国的多神崇拜和日本的神道教
,

由此帮助学生提高在

阐释文化和理解世界其他民族生活方式方面的能力
。

400 号打头的一般是

更深人地探讨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领域里的各种问题的
。

例如 4F 20
“

民

俗 / 民间生活 / 民间音乐的形式
”

( 3 学时 )
,

将引导学生一起审视各种民俗

及其表演的形式
、

内容和功能
,

同时介绍有关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

4F 97
“

民

俗学的专业讨论
”

(se m i an
: fo

:

oF lkl
o er M aj

o sr
,

3 学时 )
,

是本科课程的最后

一道大餐
,

要求所有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
,

老师将结合学生感兴趣的题

目
,

和学生一起讨论民俗学领域里的各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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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大本科生上课的方式与 中国的差不多
,

以老师讲为主
,

但如果是人

数少的小课
,

一般老师都会用各种方式鼓励学生发言
,

听取他们对阅读材

料的意见
,

鼓励课堂讨论
。

几百学生的大课要发起讨论会困难一些
。

民俗学

系每学期给本科生开设的
“

民俗学概论
” ,

尽管有两位教授同时开课
,

但每

个课堂的本科生也总有两三百人之多
,

所以课堂上基本不大请学生讨论
。

但系里每学期要另外聘请 6 位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当助教 ( T
.

A
.

)
,

每周三

次
,

把这些上概论课的学生分成小班
,

每个研究生负责一班
,

就教授讲过的

内容引导学生讨论
,

并负责答疑
。

本科生需要阅读的东西比起研究生来 自然要少些
,

一般每门课需要阅

读 3 本左右的指定教材
。

但遇到认真的教授
,

日子也不会轻松
。

例如我们去

年秋季选听的
“

美洲土著人的神话学
”

( F 3 5 2 )
,

主讲教授 Sch re m PP 博士就

要求学生阅读 5 本书
,

参与课堂讨论
,

期中期末各撰写一篇论文
,

并通过一

次闭卷考试
。

这样
,

如果学生完成了人文学院对于本科生的修课要求
,

同时至少在

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取得了 30 个学时 ( c er id t Hon
r
) (他至少应该修 2 门

10 0 号打头的课
、

2 门 2 0 0 号打头的课
、

2 门 3 0 0 号打头的课
、

加上 4F 9 7 以

及别的专业里的两门课程 ) 的话
,

他就可以拿到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专业

的学士学位了
。

这方面的培训为学生提供了关于艺术
、

教育
、

历史保护
、

档

案管理
、

信息交流 (oC m m un i ca it on )
、

跨文化沟通
、

人类多样性的理解等方面

的丰富知识
,

从而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二
、

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训和课程设置

研究生的情况比本科生的复杂
,

所以我们下面拣几个重点来说
。

(一 )导师委员会

在印大研究生的培训过程中
,

很少特别倚重某一个导师个人
,

而是特

别突出
“

集体智慧的结晶
”

的重要性
。

在这里
,

各种各样的导师委员会

( e o m m it t e 。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例如该系有
“

一般顾问委员会
”

( G e n e r
al

A d
v is o叮 C

o m m i t t e e ,

简称 G A C ) 和
“

个人导师委员会
”

( I n d i v id u al A d v i s o 砰

oC m m itt ee
,

简称 IA )C
。

一般顾问委员会由两至三位教授组成一个指导小

组
,

每年两次向学生提供下学期选课的咨询
。

所有新人学的一年级研究生

(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 )都必须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

每年春季
,

那些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个人导师委员会或者还没有组成自

砚沙



己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二年级或二年级以上的研究生
,

也会和 GA C 成员商

议自己下一步的学习计划
。

“

个人导师委员会
”

对学生来说具有更强的个人针对性
。

一般在第二个

学年开始
,

研究生就应该组成自己的
“

个人导师委员会
” ,

以取代一般顾问

委员会来对 自己进行具体指导
。

IA C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殊学习兴趣和研

究计划
,

邀请三位教授担任 自己导师委员会的成员
,

其中的两位必须是民

俗学系的全职教授
,

并由里面的一位担任 IA C 的主席 (通常就由研究生导

师担任 )
。

研究生每个学期都要听取 IA C 指导意见
。

IA C 的主席也可以定期

召开会议
,

听取研究生的学习情况
。

研究生开始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撰写论文之前
,

还需要成立自己的
“

硕士论文 (或项 目)研究委员会
”

(hT
e s is / p orj

e e t R
e s e a r e

h e
o m m i t t e e

)或者
“

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
”

( n i s s e rt a t i
o n R

e s e a r e
h C o m m i t t e e ,

简称 DR e )
,

分别

由 3 至 4 位教授组成
,

专门负责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

一般说来
,

研究生

在组成自己的硕士论文 (或项目 )研究委员会或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后
,

其

个人导师委员会即不再存在
。

但有时
,

硕士论文 (或项目 )研究委员会可 以

同硕士生的个人导师委员会并存
,

前者专门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
,

后

者则负责指导学生的课业学习和研究计划
。

研究生论文委员会的主要成

员
,

通常情况下仍然是其个人导师委员会的成员
,

不过
,

研究生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
,

全部选择个人导师委员会以外的教授组成自己的论文研

究委员会
。

我们向现任系主任 J ho
n M c D ow ell 博士询问导师委员会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变换 (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替代个人导师委员会 ) 以及这样变

换的好处
。

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给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研究生 )一些调整的余

地
,

假如他觉得原先的个人导师委员会里有的教授对他的课题实际上没有

太多研究
,

或者不感兴趣
,

或者导师小组的成员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等等
,

他可以借确定
“

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
”

之机
,

重新调整指导教授委员会的组

成
,

这样会帮助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任务
。

(二 )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中国的研究生课程往往划分成硕士生课程和博士生课程
,

硕士生博士

生各上自己的课
,

课程内容不同
,

深度也不一样
,

硕士生博士生之间的学术

交流往往只能在私下里进行
。

印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

这里并没有对博士

生课程或硕士生课程加以特别区分
,

硕士生
、

博士生经常一起听课
,

一起讨

论
,

相互启迪
,

互通有无
。

只不过在学分和论文的要求上
,

博士生要更高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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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一

, : 。。 ,



以下是印大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
,

其中一些

课程名称
、

具体授课内容会根据具体任课教授的不同等因素而有所变动
。

此外
,

我们会特别对一些重点课程或者中国民俗学界不太熟悉的课程进行

较详细的介绍
。

第一组
:

sF oo 一 525 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基础课和必修课

F5 01
“

民俗学诸问题的讨论
” 。

该课往往邀请本系的其他民俗学教

授做讲座
,

介绍民俗学领域的不同理论
、

方法和讨论话题等
。

学生需要提前

阅读有关指定书目
,

然后在课堂上与教授们一起讨论
。

sF l6
“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讨论 (之一 )
” 。

该课引导学生打破理论与

方法
、

体裁与样式的划分
,

而注重从哲学
、

实践
、

学术等多角度来思考民俗

学是什么
。

sF l7
“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讨论 (之二 )
” 。

该课引导学生熟悉那些奠

定世界民俗学发展史的关键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观点
,

了解其观点形成

的历史
、

文化和社会情境 ( C on tex )t
,

讨论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

理解民俗
、

理解民俗如何形成和它们在社会中起的作用等所做出的贡献
。

5F 23
“

民俗学 (或者音乐文化学 ) 的田野作业
” 。

该课向学生介绍指

导民俗学者进行田野作业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
,

包括设计调查计划
、

搜集

资料的方法以及调查成果的展示等
。

这门课的实践性很强
。

例如 2 001 年春

季学期里上这门课时
,

教授经常要求学生结合课堂内容
,

在课下进行观察

和访谈
,

例如分别让学生观察不同地方 (例如图书馆
、

洗衣房
、

健身房等 )不

同人物的言行
,

或者在同一个地方 (让学生观察同一个节 日庆典 )
,

拍摄各

自的幻灯片并撰写各自的调查报告
,

然后在课堂上展示 自己的调查成果
,

比较各人的不同观察结果
,

分析讨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等
。

学生借此机会
,

既可以学习观察
、

访谈
、

写调查报告等的方法
,

又可以进一步掌握民俗摄影

和幻灯片放映的技术
。

F5 2 5
“

民族志名著导读
” 。

该课是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
,

对民族志研

究与写作领域里的一些主要风格进行介绍和评述
。

介绍和评述时特别注重

不同民族志的写作与一定情境下的学术
、

政治
、

文化
、

艺术等因素息息相

关 ; 同时民族志会受到撰写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 引导学生注意那些有名学

者在撰写民族志时所使用的方法
,

讨论他们的贡献和局限
。

第二组
: F5 26 一 599 关于民俗的形式

F5 27
“
民间诗歌与民歌

”

F5 31
“

世界音乐概览
”

砚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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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 3 5
“

仪式与节 日
”

F5 4 o
“

物质文化与民间生活
”

F5 45
“

民间叙事
”

第三组
:

F 6 00 一 6 99 关于区域民俗研究

F6 00
“

亚洲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0 9
“

非洲与美裔非洲人中的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1 7
“

中东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2 5
“

北美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3 5
“

欧洲民俗或民间音乐
F 63 8

“

拉丁美洲的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4 O
“

美洲土著印地安人的民俗或民间音乐
”

F 65 1
“

太平洋地区的民俗或民间音乐
”

第四组
:

F 7 00 一7 99 理论课程

F7 14
“

音乐文化学诸范畴
”

F 7巧
“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流行歌谣
”

F7 22
“

关于民俗学或音乐文化学的理论讨论会
”

F7 31
“

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中的档案工作和文献工作原则
”

F 7 3 4
“

民俗学与文学
”

F7 36
“
民俗学与语言

”

F 7 3 s
“

民俗中的心理间题
”

F 7 4 0
“
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发展史

”

F 75 0
“

表演研究
”

F 7 55 “
民俗

,

文化
,

社会
”

F 79 2
“

传统乐器
”

F 7 9 4
“

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领域中的文本誊写与分析
”

第五组
:

sF oo 一8 99 特殊功能课程
F 80 1

“

如何教民俗学课
”

8F 02
“

印第安那州的传统艺术
”

F 80 3
“
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的实验课

” 。

该课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如何

在公共项 目和机构 (例如大众艺术服务机构
、

博物馆
、

历史委员会
、

或者档

案馆等 )里更好的工作
。

学生需要阅读指定材料并撰写报告
。

F s o 4
“

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的特别话题
” 。

该课特别显示出民俗学系对

于
“

大众民俗
”

(uP ibl
c

oF lk fo er ) 的关注
,

意在通过与地方有关机构的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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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学生记录和保护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

例如 2 001 年夏季开设的这

门课程
,

主题为
“

文化
、

残疾人和社区建设
” 。

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同印大

所在地布鲁明顿市的残疾人服务中心
、

社区成人活动中心等合作
,

学生来

自美国
、

中国
、

墨西哥
、

苏丹等世界各地
,

有民俗学者
,

有社会学者
,

有社区

服务工作者
,

他们在 3 个星期的时间里
,

首先通过阅读
,

掌握造成残疾的多

方面原因 (例如政治的
、

审美的
、

伦理的等等 )
,

然后通过与残疾人及其家庭

的访谈
、

通过调查布鲁明顿市各公共设施对于残疾人服务设施的建设情况

等
,

记录下布鲁明顿的地方残疾人的生活
、

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现实

社会的期望
。

同时
,

一些学生还特别调查了在布鲁明顿市生活的外国人
,

他

们因为生活在社区的边缘而实际上成为了
“

残疾
”

人
。

通过这样的学习
,

学

生既掌握了记录和保护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

又增加了对社会和人性的

理解
,

可以为建设更加合理的社区而服务
。

8F 40
“

研究与讨论
”

(3 学分 )
:
旨在帮助学生有系统地陈述自己的博

士论文写作计划
,

并准备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 (Q
u a

l ify i n g E x a m in a t io n
)

。

但学生应该自己选择课堂上要讨论的问题
,

并且 自己课下找相关的其他老

师给自己的论文写作计划提意见
。

F85 0
“

硕士论文 /研究计划博士论文
” :

硕士研究生写完论文可以获

得 6 个学时
、

博士研究生则可以获得多到 30 个的学时
。

(三 )
、

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要求

在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
,

时间上比中国的研究生要宽松许多
。

硕士生

原则上可以有多到 5 年的时间来完成学位要求
,

博士生则在修完所有学分

后
,

还可 以有多到 7 年的时间来完成博士论文
。

要想在印大获得民俗学或者音乐文化学的硕士学位
,

必须具备以下条

件
:

( l) 完成 30 个学时
,

包括完成民俗学 / 音乐文化学系的修课要求
。

这 30

个学时的获得又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学生必须要完成必修课 F501
、

F s l6
、

sF l7
、

5F 23
、

卯40 的学习
,

还需要从
“

民俗形式
” 、 “

区域民俗研究
”

以及
“

理

论课程
”

三组课程中各选一门
,

作为选修课的成绩
。

另外
,

学生可以通过写

硕士论文而拿到 6 个学时
。

( 2) 学习一门外语
。

( 3) 完成硕士论文或研究项

目
,

同时通过口头答辩
。

前面说过
,

硕士生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撰写论文

之前
,

需要成立自己的
“

硕士论文 (或项 目 )研究委员会
” ,

由学生与教授磋

商并选定一位教授任主席
,

另选两位教授做委员
。

委员会将负责指导该生

的硕士学位论文或研究项 目
。

硕士研究项目 (M as t er
’ :

P orj ec t o int on )应该

能证明学生具有独立进行田野研究或者文献研究的能力
。

研究结果可以是

砚卜一
-



待发表的论著
,

可以是多媒体的 C D一oR m
,

可以是博物馆展览
,

或者展示

其他大众民俗
。

在硕士生的硕士论文或研究项 目被认可之前
,

学生需要参

加一个长约一个小时的口试 (这还不是最后的答辩 )
,

考试内容往往是由研

究委员会针对学生研究对象的有关内容提出问题
,

以检验学生对研究对象

的熟悉程度
。

如果考试失败
,

委员会会要求学生补考
。

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后
,

硕士阶段的学习就基本大功告成了
。

拿到博士头衔自然更难
,

不是
“
过五关斩六将

” ,

休想最终拿到博士学

位
。

对于博士生专业素质的培训当然从硕士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

在印大民

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
,

如果一个硕士研究生想在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攻博

的话
,

在他的硕士学习的第二学年里
,

他就要向系里的
“

研究生事务委员

会
”

( Gadr au t e
Aaff isr C o m m it et e

) 提交一篇一两千字的论文
,

论文的主题由

该委员会指定
。

委员会由此审核学生在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领域的观点和

概念方面的综合掌握程度
、

学生在进行学术写作 (包括论文的组织和文字

的运用 )
、

学术资料的使用等方面的能力
,

并决定该学生是否适宜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
。

简单的说
,

取得博士学位要具备下列条件
:

( l) 已经取得硕士学位 (这

在博士生必须拿到的 90 个学时中就占据了 30 个学时 )
。

(2) 90 个学时
,

也

就是说
,

在具备硕士学位之后
,

他还需要通过课程学习和学位沦文写作
,

另

外取得 60 个学时的学分
。

其中
,

有 36 个学时必须是民俗学 /音乐文化学专

业的必修课程
。

包括
:

F 50 1
、

Fs l 6
、

Fs l 7
、

F 52 3
、

7F 40
、

F84 0
。

另外再从 F52 6一

5 99
、

F 600 一6 99
、

F7 0 0一7 99 三组课程中各选两门
,

共六门选修课
。

博士研

究生还可以通过 F 850’’ 博士论文 /研究计划
”

而获得 30 个学时
。

( 3) 在别的

系辅修一至两个专业 (例如主修民俗学专业
、

辅修人类学专业或者女性学

研究
,

也有不少学生选择
“

信息与交流
”

即 C o m m un ic at ion 专业等 )
。

辅修的

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课程选择范围
。

许多学生借辅修课程一方面开阔视

野
,

一方面拓宽自己的专业适应范围
,

积极为自己将来的就业谋职扩大机

会
。

至于辅修什么专业和课程
,

可以与自己的导师或导师委员会商议决

定
。

(4 )两门外语
。

(5 )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 ( P h
.

n
.

Q
u al ify in g E

xam )
。

( 6 )

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

围绕着博士论文的撰写
,

还有一系列关口要过
。

首先
,

博士生以及由他 / 她选定的主席
,

要另外邀请 3 位该系全职或兼

职教授组成
“

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
” ,

然后一起商议他的论文选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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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
其次

,

撰写博士论文写作计划
,

提交研究生院
。

如果研究涉及他人权益
,

例如要涉及他人言论
、

隐私
、

观念信仰等
,

必

须事先取得
“

人类权益委员会
”

( H
u m a n

s
u

bj
e e t s

e
o m m it t e e ,

简称 H s e )的同

意
。

由于民俗学专业的调查和研究往往会涉及被调查者 ( nI fo mr an )t 的意

见
,

所以印大的教授和学生都会主动接收 H S C 提供的信息
,

而且在调查中

会要求被调查者签名承认 自己于某时某地说过什么话
、

做过什么事
,

以取

得 H S c 的认同
。

第三
,

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

与中国把所有正在攻读但尚未拿到博士

学位的学生都统称为
“

博士生
”

的叫法不同
,

美国人把那些正式进人或者已

经完成博士课程学习
、

但尚未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
,

称为
“

博士生
”

(
a d oc

-

ot ar l sut de nt ) ; 那些已经完成了博士课程学习
、

修够了所有学分
、

并且通过

了资格考试的学生
,

则被称为
“

博士候选人
”

(
a doc ot arl

C
an d i da

t e
)

。

也就是

说
,

成为博士候选人之前
,

必须
:

( l) 完成 60 个学时的课程学习 ; (2) 两门外

语课成绩合格 ; ( 3) 取得了其他专业的辅修成绩 ; (4) 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

考试
。

资格考试包括笔试和 口试两部分
,

由其
“

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
”

主持

进行
。

一般学生都会在此考试之前至少 3

—
6 个月

,

就和
“

博士论文研究

委员会
”

商议并决定自己论文的选题
,

商议论文进度
、

格式
、

资格考试的侧

重点等
,

并就侧重点问题进行准备
。

学生需要先就主要涉及问题提供阅读

书目
,

经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同意后
,

即围绕上述书目准备可能提出的问

题
。

一般来说
,

笔试的部分会针对学生的研究题 目而涉及 3 方面内容
: 1

、

民

俗学的一般历史
、

理论与方法 ; 2
、

某一种民俗学体裁的知识 ; 3
、

某一文化区

域或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
。

学生可 以把笔试的试题拿回家
,

并在一周内独

立完成
,

答题纸的页数一般不少于 巧 页
。

资格考试的口试部分往往与论文

撰写计划报告会 ( P or po sa l H ea ir ng )一道
,

于笔试之后的两星期内举行 (叫做

E xa m / H ea ir ng )
。

在准备资格考试笔试的同时
,

学生就需要与博士论文研究

委员会密切合作
,

确定自己的论文题 目
,

同时撰写 1 0一巧 页的论文计划
。

计划需要写明论文要探讨的问题
、

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

研究的学术意义

等
。

考试时学生一般先汇报 自己的论文撰写计划
,

然后由博士论文研究委

员会的教授们就其笔试或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提问
。

委员会最后将考试成

绩送交研究生院
。

如果考试失败
,

委员会将再举行一次考试
。

但补考不得再

次失败
。

资格考试通过后
,

学生才能被正式称作
“

博士候选人
” ,

美国学生戏称

之为
“

A B D
”

( A ll b
u t D i s s e rt a t io n

)
。

这时候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广泛的知识

叨协 一



和实地调查的计划和能力
,

只差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了
。

从这个时候开始
,

学生还有最多不超过 7 年的时间来最后完成自己的

博士论文
。

很多美国学生利用这个机会一边打工养家或生孩子
,

一边调查
、

写论文
。

也有许多学生快刀斩乱麻
,

在三四年里就拿到博士学位的
。

第四
,

博士论文及其答辩
。

学生完成论文初稿后
,

首先要交送博士论文研究委员会
,

听取意见并

进行修改
。

定稿后
,

学生就可 以和委员会主席商议答辩的时间
,

并提前一个

月将论文送到答辩委员手中
。

答辩时
,

委员们将就论文是否
“

不需要修改
” 、

“

轻度修改
” 、 “

大幅度修改
” 、 “

完全失败
”

等选择进行表决
。

如果建议修改
,

委员会会和学生商议完成修改的具体日期
。

答辩
。

与中国研究生答辩时张贴海报
、

希望听众越多越好的做法不同
,

让我们多少有些奇怪的是
,

这里的研究生答辩一般喜欢悄悄地进行
,

答辩

的当事人一般不会愿意让别的学生来旁听
。

今年民俗学系答辩的研究生不

少
,

但我们问过一些学生
,

即使平时关系不错
,

他们也不希望我们去旁听
。

我们向一位已经在这里拿到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询问为什么
,

她说在美

国 (听说德国也一样 )
,

答辩被认为是非常隐私的个人的事
,

许多人都不愿

意旁人在场
,

目睹自己如何被挑剔的考官们拿捏的
“

残酷
”

场面
。

要等答辩

胜利结束后
,

他们才愿意和人一起共享快乐
,

或者一起涌到酒吧去大喝一

顿
,

或者在自己家里搞个盛大的 aP rt y
,

以示庆祝
。

三
、

研究生课程的阅读材料
、

授课方式及其他

我们刚到印大的第一个学期
,

一下选了五六门课
。

头一个星期和一些

老师
、

学生说起我们选课的情况他们都咋舌道
: “

你们想自杀吗 ?
”

初时不明

白什么意思
,

后来开始知道什么是 自杀的滋味了— 在这里读个研究生学

位可真不容易 !要读的东西太多了 !

每学期开始的头一个星期
,

各门课的教授都会发给学生一份课程教学

大纲
,

写明课程进度
、

每节课要讲的内容
、

需要阅读的参考书或论文等
。

本

科生的参考书一般有 3
一 4 种

,

研究生的参考书则 3
、

4 种到 10
、

20 种不

等
。

例如曾经去中国讲过学的 H en yr lG as is e

教授
,

他讲
“

民俗学的理论与方

法
”

一课时
,

参考书就列出了几十种
,

每次课讨论其中的一本
,

但他要求大

家特别熟悉其中的 4
、

5 本
。

以研究神话学和世界观为特长的 s hc er m pp 教授

以严谨而著称
,

他的课阅读量总是很重
。

他开设的
“

民族志名著选读
” ,

列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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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了 1 4种民族志
,

要大家每周看一本
,

然后课堂讨论
。

除参考书外
,

儿乎每个教授都会另外自己编订一本阅读材料集

(eR ad er )
,

把该课程需要阅读的单篇论文合订成册
,

要求学生买来阅读
。

由

于版权问题
,

每学期开学前
,

教授都会列出自己课程需要读的各篇文章的

名称和出处
,

交由印大的书店去复印
,

然后装订成 Rea de
;

卖给学生 (卖书所

得收人的一部分就由书店直接转交原作者
,

教授不必亲 自和他们打交

道 )
。

Rae de
r

的厚薄不一
。

作为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aB
u m an 教授

,

博

闻强识
,

敏锐谨严
,

他开
“

信息交流与文化中的表演
”

课时 eR ad
e r

就厚达

4 0 3 页 !

由于阅读量大
、

学习负担重
,

研究生的生活都不轻松
。

我们接触的民俗

学专业研究生
,

一般读书都比较刻苦
、

自觉
,

经常听见他们聊天时说自己昨

晚读书读到 1 点以后才睡觉
。

而在参加 Part y 的时候
,

每到 8
、

9 点钟
,

便总

会有研究生抱歉说要提前离开
,

因为第二天的阅读材料还没有看完
。

我们

两个外国人
,

又想多听课
,

又想多读书
,

英语阅读又比美国学生慢
,

所以经

常睡眠不足
、

心里上火
,

一段时间里日子实在不好过
。

再说上课的方式
。

研究生的课
,

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
,

多采取讨论式 (eS m ina
r
)

。

不过美国

学生发言非常积极
,

创造性和主动性很强
,

教师大可不必为冷场发愁
。

在讨

论中
,

教授也没有什么特殊权威
,

大家平等讨论
,

教授很少直接批评学生的

想法
“

不好
”

或
“

不行
”

(即使与他的想法相左 )
,

而特别注重鼓励学生创造
、

创新
。

有时在我们看来有些怪诞的意见
,

老师也只是笑笑说 ; “

哦
,

那真有意

思
。 ”

接着会向学生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

面临的困难和需要注意的

问题
。

我们曾和一位在中国学教育专业的学者交流中国和美国在课堂教育

方面的差异
,

她说美国教授在课堂上很少空谈理论
,

不注重灌输知识
,

而是

注重自己的经验 (
e
xP er ien ce )

,

捎带着谈些理论
,

知识性的东西让学生 自己

去学
。

我们觉得她的话非常有道理
。

例如 H en yr cl as is e

讲田野调查
,

并不特

别讲多少理论
,

而是紧密地结合自己的几十年的田野调查经历
,

谈如何进

行田野调查
:

自己调查的目的
、

行动和调查的结果
。

例如他说自己田野调查

时
,

一般前 3 个月 只在村里到处走动
、

观察
,

干一般人干的事
,

同时写 日记
,

详细记录自己每天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事
,

每天都要写 20 一25 页的日记
。

自

己撰写民族志时即考虑文风通俗易懂
、

深人浅出
,

又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

调查和研究成果裨益于资料提供人及当地社会
。

听他的课
,

可以让学生直



接观察和了解一个优秀的
、

有经验的民俗学家是如何思考
、

又如何实践

的
。

当然
,

我们发现这样的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
。

例如有的教授会一上课

就开始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要思想和方法
,

然后让学生讨论马氏的某一

本著作
,

但学生可能对马氏的个人经历
、

学术观念的形成以及他在整个学

术界的地位等问题缺乏了解
,

因而他们可能会特别熟悉马氏的某一本著

作
,

但依然对马氏及其学术思想缺乏系统的把握
。

这一点上
,

中国的教学方

式似乎要好一些
:

注重基础知识
、

注重系统掌握的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
。

印大民俗学系的教授们上课的方式也比较多样
,

即使是研究生的课

程
,

也多姿多彩
。

幻灯和录像是最常使用的方法
。

例如 H en yr lG as is
e

讲
“

民

俗学的理论与方法
” ,

就经常使用幻灯片
,

用幻灯图片做线索
,

连贯起自己

要讲的内容
,

既线索清晰
,

又图文并茂
、

生动直观
,

成为印大民俗学系最受

欢迎的课之一
。

例如他给大家讲表演理论时
,

使用了他在土耳其研究民间

艺术— 织毯— 时拍的许多幻灯片
。

且不说这些照片有多么美 (G la ss le

可以说是位艺术家
,

他常自己设计自己著作的版式
、

封面
、

插图等 )
,

他的解

说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学术性
。

他一开始就给大家展示了一幅编织精美

的地毯
,

说这就是一个 tex t。 然后他依次向学生介绍地毯的编织者
、

地毯摆

放的位置
、

编织者生活的村庄
、

牧羊
、

剪羊毛
、

纺羊毛
、

染色
、

编织的过程
、

编

织地毯技艺的传授
、

织毯妇女之间的友谊
、

地毯的去向
、

地毯的交易市场
,

如此等等— 这就是
。

on tex t ,

使学生从中认识
“

地毯对于那些织毯人的意

义
” 。

再说作业
。

除了听课
、

阅读外
,

研究生取得一门课程的成绩还需要写数量不等的

论文
。

写多少论文由任课教授自己决定
,

有让学生期末写一篇的
,

也有期

中
、

期末各写一篇的
,

也有不断要求学生写论文或者报告的 (例如田野作业

课
,

学生就需要反复进行访谈
、

参与观察
,

然后撰写报告五六篇 )
。

论文写什

么题目由学生 自己决定
。

每次研究生做课程论文之前
,

教授往往会请选课

学生一个一个在课堂上公开向大家讲解自己要做什么
、

为什么这么做
、

打

算如何做等
。

然后在座的研究生会一起讨论存在什么问题
、

新的思路或提

供新的参考书目和资料等
。

我们对这种研究生的 rP es en at it on 特别有兴趣
,

因为它往往会告诉我们美国民俗学界最新的一代人都在想什么
。

例如民俗

学发展史的课上
,

老师让学生写期中论文
,

让学生通过写论文
,

学习如何将

过去的民俗学资料
,

运用于不同目的和方法的研究
。

学生写什么的都有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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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族民间艺术与 Al a 。 D un de
,

提出的
“

民族自卑感
” 、

T y fo r

的遗留物

学说看欧美民俗学之间的联系
、

M ial on vs ik 与赞比亚民俗等等
,

视野都很开

阔
。

再如
“

音乐文化学的田野作业
”

课上
,

有学生反省自己在调查和研究音

乐表演过程中
,

在访谈
、

与被访谈者的互动
、

以及自己对访谈的阐释等整个

过程中
,

做出的多种选择
,

以说明在整个过程中
,

三者实际上是互相联系
、

互相影响而不是彼此独立的
。

也有学生调查音乐表演过程中观众的不同反

应
。

还有学生研究因特网是否是一种文化
,

以及它对民族志方法带来的挑

战
。

在
“

性别与表演
”

课上
,

有学生研究美国农民对脱衣舞女的态度
,

从中看

他们对于性的观点以及性别观 ; 有学生谈 日常会话中话语权如何转换 ; 有

人谈非洲某国的妇女如何举行示威游行
、

从中看性别与政治的对抗与协商

等
。

总之
,

美国学生注重创造性和追求个性的特点在这里往往得到充分的

体现
。

我们在印大访学期间
,

常常羡慕和感叹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所设课

程
、

特别是研究生课程的数量之多
、

系统性之强
。

而该系在研究生培训过程

中的其他一些长处
,

例如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

既注重大量知识的灌输
,

又积

极鼓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
,

对启发并改进我们国内的研究生

教学也不无参考价值
。

①音乐文化学 (E t h on m us ico of gy )是一门研究世界各地各种音乐的学科
。

它不仅关注音

乐的声乐属性
,

更着力于探讨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

分析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并对音乐

进行跨文化的研究
。

这一学科认为
,

世界各地的人们每一天都在创造和聆听音乐
。

在人们

的生活中
,

音乐既是娱乐性的
.

又是具有政治
、

社会
、

宗教和经济诸方面属性的一种严肃的

文化事项
,

人们既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

又通过它来表达对社会的评判
。

作为一种表达

自我的文化交流形式
,

音乐既反映着社会的变化
,

同时又引导着社会的变化
。

(安德明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 杨利 慧
:
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 系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