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 “歌谣学运动”
与四川民俗学的兴起∗

李国太∗∗　 徐艳君∗∗∗

摘　 要： 从区域视角审视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 将为理解中国现代民

俗学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开始的多地、 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川籍人士

积极参与了歌谣学运动， 尤其是为歌谣和民俗的搜集， 提供了诸多四川的

材料。 他们多为寓京学生， 部分是社会职员， 所搜集的主要为耳熟能详、

通行于其家乡所在地的歌谣。 搜集人虽缺乏自觉学科意识， 也并未采用实

地采录之方法， 但歌谣学运动中川籍人士的活动， 为四川现代民俗学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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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 《北京大学日刊》 发表了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

歌谣简章》， 宣布向全国各地征集歌谣， 拟定于 “十年本校二十五周年纪

念日为 ‘汇编’、 ‘选粹’ 两书出版期”①。 “简章” 一出， 各地积极响应。

发表 ３ 个月以后， “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 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

∗

∗∗

∗∗∗
①

该文系 ２０２２ 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 “清代民国四川方志中的民俗与演剧活动研究”
（ＳＣ２２Ｃ０３２） 成果， 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 “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研究团队” 成果。

李国太， 文学博士，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民俗学与民

间文学。
徐艳君， 四川师范大学 ２０２１ 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北京大学日刊》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１ －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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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 略加诠订， 名曰 ‘歌谣选’”①。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由沈兼士、 周作人主其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 １９２１ 年北大研究所

成立国学门， 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歌谣》 周刊②创

办，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到九十七号停刊。 直到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４ 日在胡适的

主持下复刊， 最终于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休刊， 共出 １５０ 期， 虽前后历时 １５ 年，

但真正刊文时间只有 ３ 年多。 据统计， “从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歌谣》 创

刊， 到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一次停刊， 约两年半的时间里， 采集的歌谣共

计 １３３３９ 首。” “从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４ 日 《歌谣》 周刊复刊， 至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再次停刊， 其间共计收到歌谣 １９７７ 首 （不计算收到的三本歌谣集与两

本民间文学集）。”③ 可见， 《歌谣周刊》 从创刊到终刊， 其先后征集的歌

谣至少有 １５３１６ 首， 这可能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展中国民间文学 “三套集

成” 之前， 中国有史以来有组织地收集歌谣数量最多的一场活动。 这场后

来被称为 “歌谣学运动” 的活动， 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奠基性意义， 同

时也对 ２０ 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数十年来学界对歌谣学运

动的缘起、 经过与影响已有诸多论述， 却相对缺乏从区域视角审视除运动

策源地———北大之外的 “地方” 参与该运动的细节， 以及这种参与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民俗学多元发展的影响。 本文将梳理 “歌谣学

运动” 时期四川人④搜集、 研究歌谣与民俗的情况， 力图为多维度地理解

“歌谣学运动” 的意义提供区域视角。

一、 歌谣征集中的四川 “声音”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４ 日 《歌谣周刊》 第八号的 “公布” 中刊登了一则消息：

①
②

③

④

《 〈歌谣选〉 由日刊发表》， 《北京大学日刊》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 １ 版。
该刊物从创刊到第 ４８ 号名为 《歌谣》， 从第 ４９ 号开始更名为 《歌谣周刊》。 本文在具体

言及某一号时， 作 《歌谣》 与 《歌谣周刊》 的区分， 概括言之时则统一用 《歌谣周刊》。 另外，
本文对 《歌谣》 周刊的征引， 均出自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影印出版的 《歌谣》， 下文

不再作说明。
葛恒刚：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
本文考察的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四川民俗学发展情况， 因此文中的 “四川” 包含今重庆直

辖市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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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吴又陵先生指示说， 在 《成都通览》 上载有许多四川的童谣。 并允代

为搜寻此书。” 作为在四川提倡新文化的 “先锋”， 吴又陵被胡适称为 “中

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陈独秀也称他为 “蜀中名宿”。 １９２１ 年夏， 吴又陵

离开成都执教于北京大学， 直到 １９２５ 年返川。① 他在北京的四年， 与北大

新文化学人胡适、 陈独秀等应多有交集， 又经历了 《歌谣周刊》 从创刊到

停刊的过程， 因此说他是歌谣学运动之亲历者并不为过。② “公布” 中所言

《成都通览》 乃清末民初成都著名改良者傅崇矩根据亲历亲闻所记录的一

部成都社会之 “百科全书”， 其中以 “成都之小儿女歌谣” 之名收录了当

时成都地区通行之童谣 ８４ 首， 卷首有按语曰： “不知其由来， 相传数千百

年， 家家人户儿女莫不知道， 可补杨升庵 《蜀谚》 之缺。” 在文末， 他又

摘录了杨升庵 《蜀谚》 １１ 首。③ 《成都通览》 成书于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

下距歌谣学运动之发生还有十余年， 傅崇矩搜集童谣固然如其所言是为了

补 《蜀谚》 之缺， 但正如歌谣学运动时期的学者将意大利驻华公使韦大列

所辑之 《北京的歌谣》 作为中国歌谣学搜集与研究之肇端， 我们似乎也可

以将傅崇矩之童谣搜集视为近代蜀中民俗学之开端。 但这一涓涓细流汇入

中国现代民俗学之时代江河中， 还要等到川籍人士积极参与歌谣学运动

之时。

１９１８ 年北大宣布征集歌谣， 许多地方都积极响应， “至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共发表了征集来的流行于四川、 江西、 黑龙江、 安徽、 广东、 湖北、

江苏、 直隶、 北平、 河南、 陕西、 山东、 浙江、 云南、 辽宁等省市的 １４８

首歌谣”④。 可见， 在 《北京大学日刊》 时期四川便有人参与其中。 《歌谣

周刊》 创办以后， 其成绩远大于 《北京大学日刊》 时期， 他们收集的有关

歌谣、 民俗资料日益增多， 发表了多篇谈论、 研究、 征题、 专号理论探讨

性的文章。 川籍人士对 《歌谣周刊》 供稿颇丰， 主要提供了三种材料： 一

是歌谣， 二是谜语， 三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征题的研究与讨论。 据 《歌谣

①
②

③
④

赵清、 郑城编： 《吴虞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前言第 １５ － １７ 页。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吴虞日记》 中便有： “参阅讲义， 寄柚子 《歌谣周刊》 四张” 的记

载。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 《吴虞日记》 （下），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１５ 页。
傅崇矩： 《成都通览》，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２５２ － ２５７ 页。
王文宝： 《中国民俗学史》， 成都： 巴蜀书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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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编辑的统计：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末， 收到四川歌谣 １４２

首；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 收到四川歌谣 １２９ 首；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末， 收到四川歌谣 ５９ 首； 两年多的时间， 征集的四川歌谣共

３３０ 首。 １９３６ 年 《歌谣周刊》 复刊后， 征集的四川歌谣数量已无从考证。

另据笔者统计， 从 《歌谣周刊》 创刊至最终休刊， 一共刊登了四川歌谣

１６５ 首， 其中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末共 ９４ 首，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共 ７１ 首。① 笔者对歌谣的收集者、 歌谣来源地、 收集歌

谣的数量、 作者籍贯和身份进行了统计 （见表 １）：

表 １　 《歌谣周刊》 刊登川籍人士征集歌谣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刊登歌
谣数量

歌谣通行
区域

搜集者籍贯 搜集者身份

１ 郑宾于 ８ 酉阳 重庆酉阳 北大学生

２ 蓝梦九 ４ 川北、 蓬安 四川蓬安 北大农科学生

３ 史绍芬 ５ 成都 不详 不详

４ 熊天祉 １ 川北南充 四川南充西充县
北大预科学生

法国留学

５ 康心白 １ 成都 不详 不详

６ 予　 止 ３ 江津 不详 不详

７ 宋佛心 ４ 广安岳池 不详 不详

８ 刘朝选 １０ 合江 不详 不详

９ 梁玉清 １４ 宜宾 不详 不详

１０ 孙元良 ３ 成都 四川成都 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

１１ 刘伊凡 ９ 重庆、 雅安 四川重庆 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店员

１２ 任　 旭 ７ 南充 不详 不详

１３ 赖伏鸿 ９ 南充、 不详 不详 不详

１４ 周敏仲 １ 绵竹 不详 北大经济系学生

① 本文主要考察歌谣学运动期间四川学人的参与情况， 因此考察时段限于 １９２２ 年至 １９２５
年， 下文有关搜集者的论述， 也主要限定在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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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姓名
刊登歌
谣数量

歌谣通行
区域

搜集者籍贯 搜集者身份

１５ 李芳灿 ９ 梁山
四川梁山
（今梁平） 梁平教师

１６ 陈自能 ３ 荣威、 南充 四川荣县 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１７ 李惟甯 ４ 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１８ 冯富康 ３ 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１９ 不　 详 ２ 成都 不详 不详

２０ 钟凌如
（茹） ４ 成都 不详 不详

２１ 明 ４ 成都 不详 不详

２２ 张天授 ２ 叙、 泸、 重庆 不详 不详

２３ 苏子涵 ４３ 雅安、 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２４ 仲　 侯 １２ 金沙江上游 陕西三原 不详

从表 １ 可知， 《歌谣周刊》 刊登的四川歌谣， 其来源涉及 １４ 个地区的

２２ 名搜集者①。 但因年代久远， 加之多数搜集者在历史上其名不显， 很多

人生平已难以考证。 从已考证出的搜集者信息看， 四川歌谣的收集者除仲

侯外， 其余均为四川人。 他们大多为寓京学生， 有少部分社会职员， 所搜

集者多为耳熟能详、 通行于其家乡所在地的歌谣。 这也印证了 《歌谣周

刊》 编辑之一魏建功的说法：

我们惟一的来源实在是大学同学的兴趣合作， 所以投送 （歌谣）

最多的河北、 山东、 江苏， 乃是当时大学同学人数较多的几省。②

在 《歌谣周刊》 上最为活跃的川人， 应是郑宾于。 郑宾于为重庆酉阳

人， １９２３ 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 １９２４ 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 曾任教于成都师大、 成都大学、 四川大学、 北京中俄大学和福建协和

①
②

其中有两首歌谣没有标明作者。
常惠： 《歌谣采集十五年的回顾》，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第 ３ 卷第 １ 期， 第 ２２ －

２３ 版。



２７２　　 文学人类学研究 （第七辑）

大学， 代表作有 《长短句》 《文艺琐谈》 《中国文学流变史》 等。① 郑宾于

与顾颉刚、 吴虞等多有交集， 在北大学习期间， 参加了歌谣研究会， 担任

风俗调查会事务员， 并出席了北大方言研究会成立会。 他以郑孝观、 宾于

等名为 《歌谣周刊》 供稿颇多。 《歌谣周刊》 曾刊载他的供稿情况：

第二号 “来件”： 十二月二十日， 收到郑宾于四川歌谣十四则；

第十六号 “来件”： 四月十七日收到郑宾于四川酉阳歌谣九则；

第八十一号 “来件”： 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收到郑宾于四川酉

阳歌谣二则。

《歌谣周刊》 共计收到郑宾于提供的 ２５ 则歌谣， 后刊登了 １２ 则。② 另

外， 第九十七号 “来件” 记载： “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收到郑宾于转直隶

磁县张文焯歌谣四则， 又直隶阜平王嘉斌歌谣五则， 又直隶阜平赵云霄歌

谣九则。” 郑宾于也是最早响应歌谣学运动的四川人之一， 《歌谣周刊》 第

十一号便已刊登了他搜集的酉阳民歌 ４ 首， 第十四号又刊登了另外 ４ 首。

这 ８ 首酉阳民歌应该就是他 １２ 月 ２０ 日寄给 《歌谣周刊》 编辑部的 １４ 首民

歌中的一部分。 在第二次刊登的 ４ 首歌谣的末尾， 郑宾于还对其流行区域

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描述： “上四首民歌， 乃酉阳之东南， 南， 西南通行者；

盖地近贵州沿河县， 被其浸淫特甚， 故非酉阳全境所通行也。”

除郑宾于外， 北京农科学生蓝梦九也积极参与了歌谣的搜集。③ 其搜

集的四川歌谣数量颇丰， 《歌谣周刊》 第四号 “来件” 载： “六日， 收到

蓝梦九四川歌谣四十三则”。 但不知何故， 《歌谣周刊》 只刊登了他 ４ 首歌

谣， 即第十号刊登的通行于川北的 《一根树》 和通行于蓬安的 《一张纸》，

以及十一号上以 《川北一首》 和 《蓬安一首》 之名刊登的 ２ 首。 但第二十

四号 《歌谣周刊》 发布了 《我们将来的希望》， 首先表示歌谣搜集是一件

①
②

③

郑宾于著， 熊宇飞编： 《郑宾于文存》，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熊宇飞在 《不该被湮没的现代学者： 郑宾于生平略考》 中认为， 郑宾于为 《歌谣周刊》

提供了酉阳歌谣 １１ 首， 应是未将 《歌谣》 第 ２ 号上刊登的 “收到郑宾于四川歌谣十四则” 计算在

内。
据 《蓬安县志》 （四川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７３５ 页） 记载的 “１９２６ 年 （民国 ５

年）， 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可以推断， 蓝梦九在 １９２２ 年至 １９２６ 年正在北京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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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 “弄了好几年并没很大的成绩”， 接着叙述道 “幸

而各地热心的同志们很多， 他们极力去搜集”， 最后表示因有各位热心的

同志， 所以 “将来的希望很大”， 并且说：

这并不是妄想， 有许多位我们已经准知道他们的热心不特没有减

少了一点， 并且还继续极力设法去搜集去。 现在特意把这些位在后面

都报告给大家。 …… （十四） 四川蓝梦九先生允为搜集。①

每省列举出了几位热心收集歌谣的人， 而四川的代表仅是蓝梦九， 并

且期望其可以为 《歌谣周刊》 继续搜集素材。 但遗憾的是， 《歌谣周刊》

此后再也不见蓝梦九身影，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可能与其随后专注于农

学， 无暇他顾有关。

其他川籍寓京学生如四川华阳人孙元良， １９２３ 年考入北京国立法政大

学政治科， １９２４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 其投寄歌谣的消息也曾见于 《歌

谣周刊》 第五号。 另 《歌谣周刊》 第三十一号载： “十月二十九日收到陈

自能四川荣县歌谣二十则”。 陈自能 １９２２ 年中学毕业后曾在荣县河街民新

学校任教一年， １９２３ 年考入了中国大学， 由于革命思想深入脑际， １９２４ 年

南下广州考进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② 可见， 在投寄荣县歌谣时， 陈自能

应就读于北京的中国大学。

除在京川籍学生直接投寄外， 当时还有部分四川歌谣由北大职员转交

给 《歌谣周刊》 的编辑， 如 《歌谣周刊》 第二十九号载： “十月十九日，

以下由谷源瑞转来……收到李惟远四川成都歌谣四则”。 谷源瑞与著名社

会学家孙本文、 哲学家冯友兰同是北京大学哲学门 １９１５ 级本科生③， 曾与

李大钊有交往。④ 《沈尹默年谱》 就此有所记载。

《校长布告》： 十三年至十四年度各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 业

①
②

③

④

《我们将来的希望》，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第 ２４ 号， 第 １ － ２ 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荣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４ 辑）， １９８３， 第 ６５ 页。
李浴洋： 《缺席与在场——— “新文化运动” 时期冯友兰的教育经历与文化实践》， 《文艺

理论与批评》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王洁： 《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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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议会通过。 兹特宣布于下： ……本年须编订校章， 每次开会时请

校长室助教章廷谦、 教务处秘书谷源瑞、 总务长室秘书苏甲荣出席，

藉资接洽。①

可见， 谷源瑞当时已是北大教务处职员。 谷源瑞是山东人， 何以会代

为转寄四川人李惟远搜集的歌谣， 原因不得而知。 目前所见李惟远的信息

也颇少， 只知他是成都人②， 翻译了罗素 《婚姻与道德》， １９３５ 年曾出任

叙属联立旅省初级中学校长。 １９３９ 年调教育厅担任督学。③ 但据史轩 《早

期清华的校园文化》： “１９２８ 年以后进入振兴期， 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

创办 《文学月刊》， 组建了文学组织 ‘晨星社’ 等， 其间代表人物有李健

吾、 李惟远、 曹宝华、 郝御风、 霍士休等。”④ 由此推测， 歌谣学运动时期

李惟远可能已经是清华大学学生。 另 《歌谣周刊》 第六十一号记载： “收

到尚献生转尚光璧四川成都歌谣十六则。” 情况与李惟远相似， 尚献生当

时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音研究会会员。 李惟远和尚光璧收集的歌谣由当

时的北大职员转给 《歌谣周刊》， 也印证了 《歌谣简章》 中提出的歌谣搜

集的方法： 一是本校教员学生， 各就闻见所及， 自行搜集。 有私人搜集寄

示， 不拘多少， 均受欢迎。 二是嘱托各省官厅、 各级学校或教育机构代为

搜集。⑤

除在京求学的学生， 四川也有部分社会职员参与到歌谣搜集活动中。

如 《歌谣周刊》 第十八号 “来件”： “五月七日， 收到刘伊凡四川重庆歌

谣三十一则。” 《歌谣周刊》 后从刘伊凡收集的 ３１ 首歌谣中选载了 ９ 首。

无论是搜集数量还是刊载数量， 与同时代其他四川歌谣的搜集者相比， 刘

伊凡都较为突出。 而刘伊凡当时乃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店员， 获知北大征集

歌谣的消息并参与其中。 据 《商贸渝中》 记载：

①
②

③

④
⑤

郦千明编著： 《沈尹默年谱》，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１６８ 页。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馆编： 《南京调查资料校注》 （上）， 南京：

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９， 第 ２９５ 页。
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教科文卫卷》 （上）， 成都： 四川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３６ 页。
史轩： 《早期清华的校园文化》， 《科学时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第 ４ 版。
李国太、 詹勇华： 《重观起点： 〈歌谣〉 周刊与中国歌谣研究的元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

研究》 （第 １ 辑），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２０２２，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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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 年， 他出生重庆一贫困家庭， 两岁丧父， 上有祖母， 靠母亲

在卷烟厂、 火柴厂、 缫丝厂等做临工维生……１９２１ 年， 刚满 １４ 岁就

进入泸县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做学徒……三年期满， 出师当先生 （店

员）。 满师后自取号名伊凡。 随后渝庄经理病逝， 他负责店务。 此后

他创立代理其他县区同业小商号重庆业务， 如货物运转、 行情传报、

比期收交等， 扩大了业务并逐步树立了社会信用。 １９２６ 年裕通结束，

一直到 １９４２ 年， 他担任过泸县多家糖、 油、 纱商号重庆代办、 重庆

“德源” 代办经理， 兼任蜀南轮船公司职员、 新云南轮船会计、 重庆

糖业同业公会会计、 常务理事、 德新印刷所会计、 代经理等职务。①

但刘伊凡毕竟是例外， 这种似乎与歌谣搜集无关的从业者参与其中，

可能是基于个人爱好， 或出于偶然。 除刘伊凡外， 当时还有中学教师参与

歌谣搜集。 如 《歌谣周刊》 第三号 “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李芳灿四川歌谣

九则”， 第五十四号 “四月十五日收到梁心诚四川宜宾歌谣十八则”， 其搜

集者当时均为中学教师。 李芳灿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梁平一代名师， 曾在梁

中等校任教多年。② 抗战时期， 他在梁山县主持 “抗日读书会”， 常和地下

党员接触， 后创办了 “时进小学”。③ 梁心诚曾任教于叙州联合县立高中，

革命烈士李硕勋在宜宾就学时， 梁心诚正在该校执教。④

可见歌谣学运动期间， 参与收集歌谣的川籍人士以在京学生为主， 也

有部分社会人士参与。 学生们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思想开化， 不再把

歌谣视为乡夫游老之辞， 同时又身居该运动的中心———北京， 所以能积极

响应征集歌谣的号召。

二、 川籍人士与早期民俗学问题的讨论

《歌谣周刊》 不仅为从全国各地搜集的歌谣开辟了一个刊载的专门阵

①
②
③
④

《商贸渝中》 编辑委员会： 《商贸渝中》， 重庆： 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４５９ 页。
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梁平县文史资料》 （第 ７ 辑）， ２００３， 第 １８７ 页。
冯鸿甲： 《从 “抗暴” 走向社会》， 《重庆陶研文史》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张松林主编： 《不朽的丰碑： 纪念李硕勋烈士诞辰 １００ 周年文集》，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０２， 第 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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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也为中国歌谣学和民俗学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平台。 《歌谣》 的

“发刊词” 明确提出搜集、 研究歌谣有 “文艺的” 和 “学术的” 两大目

的①， 后来在其上展开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两大目的。 川籍人士除在歌谣征

集中积极响应， 在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也并未缺席， 其中以郑宾于参与

有关歌谣和孟姜女故事的讨论， 以及毛坤参与方言问题的讨论最具代表

性。 其他一些学术史上的 “无名者” 也有参与。

郑宾于给 《歌谣周刊》 供稿颇丰， 除了征集了数十首四川歌谣和 《保

定刘守真庙会中得的一首唱歌》 外， 还在 《歌谣周刊》 的 “婚姻专号之

二” 发表了 《歌谣中的婚姻观》 一文。 不仅如此， 其后又于 《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月刊》 上发表了 《一句成语在元曲中之发见并质疑》 《江南风

俗一零》 《刘爷与刘谷庙》 等文章。 他对孟姜女故事资料的搜集也颇有成

就， 有 《 〈畿辅通志〉 中的孟姜女》 《孟姜女在 〈元曲选〉 中的传说》

《 〈广列女传〉 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 《 〈哭泉孟姜女祠记〉 及其他》。 这一

系列有关孟姜女的讨论， 除 《孟姜女在 〈元曲选〉 中的传说》 外， 其他三

文均以书信的方式刊载， 抬头用 “颉刚兄” 称呼， 而四篇文章的后面， 也

均附有顾颉刚的 “按语”， 可见这些文章均是对顾颉刚提倡搜集孟姜女故

事相关材料的呼应， 文章内容主要是披露作者自己所见到的孟姜女故事

文献。

其实早在 《歌谣周刊》 第十五号的 “来稿照登” 中， 便刊载了郑宾于

给 《歌谣》 编辑的一封信， 其中通过分析他所熟悉的家乡酉阳的歌谣， 提

出问答体的歌谣不限于 “七言式” 的四句一种模式。② 而 《歌谣中的婚姻

观》 一文则通过对歌谣内容的解读， 窥探其中蕴含的婚姻观念。 该文在内

容上并未突破时代的局限， 却是受董作宾之邀专为 “婚姻专号” 而作， 这

本身说明郑宾于作为歌谣学运动学人群体之一员是毋庸置疑的。 该文的一

大贡献———如作者自己所言———则是首先刊载了几首可被归入 “猥亵粗

鄙” 之列的歌谣， 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除郑宾于积极参与 《歌谣周刊》 中有关歌谣的讨论外， 李璞也无意间

①
②

《发刊词》， 《歌谣》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第 １ 号， 第 １ 版。
郑宾于： 《来稿照登》，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第 １５ 号， 第 ５ 版。



北京大学 “歌谣学运动” 与四川民俗学的兴起 ２７７　　

参与了有关医事歌谣的讨论。 《歌谣周刊》 第六十五号刊登了魏建功 《医

事用的歌谣》 一文。 魏建功在文中列举了几种他家乡江苏如皋有关医事的

歌谣后， 提出：

这一类的东西半属于风俗的范畴， 又半属于歌谣 （？） 的范畴，

我们把他调查出来， 可以比较各处的习惯知民族关于医事的常识和心

理……这类东西是属于歌谣范围内的呢？ 这个问题还请大家赐教。①

该文后还附有董作宾记录的几条河南南阳的医事歌谣的例子。 董作宾

将目的也阐述得十分清楚， 那就是希望 “引起读者的兴趣， 也想出几条这

类的歌谣来， 大家研究研究”。 魏建功、 董作宾的文章发表后， 直到 《歌

谣周刊》 七十四号上才出现刘策奇的 《迷信的术语》 和杨德瑞的 《读

“医事用的歌谣” 的杂感》 两篇呼应的文章。 但刘策奇开章明义地表示：

“这种词句， 与其叫他作 ‘医事用的歌谣’， 无宁叫作 ‘迷信的术语？’。”

以此回应魏建功提出的此种民俗词句是否可以被称为歌谣的问题。 即便如

此， 他最后还是承认 “把他总集起来研究， 于民俗心理学也不无小补”②。

杨德瑞也认为： “这类东西全是近于迷信的， 实非智者所为， 我以为这是

风俗范围以内的， 希望大家对于这种东西， 广为搜集， 俾使调查风俗者，

考究方言者， 而得些帮助。”③ 李璞发表在 《歌谣周刊》 七十四号上的

《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 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据文中自述可知， 李璞

为川东人无疑， 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清楚他一生行迹， 更遑论刊载此文时

的情况了。 但该文开篇说：

我今天见到杨德瑞君的读医事用的歌谣的杂感一文， 所引的歌

谣， 颇与我家乡川东一带通行的相同。 但是魏、 董二君所述的例子我

未见到， 所以只将现在尚记得的， 照着杨君的例子写出来。④

①
②
③

④

魏建功： 《医事用的歌谣》，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第 ６５ 号， 第 １ － ２ 版。
刘策奇： 《迷信的术语》，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第 ７４ 号， 第 １ － ２ 版。
杨德瑞： 《读 “医事用的歌谣” 的杂感》，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第 ７４ 号， 第

３ 版。
李璞： 《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 ７４ 号， 第 １ －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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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 李璞写作此文具有偶然性。 从他未曾见到魏建功、 董作宾

的文章来看， 他并没有机会窥见 《歌谣周刊》 全貌， 对该讨论的缘起可能

也并不清楚， 仅在偶然阅读了杨德瑞的文章后， 才决定将自己亲见亲闻之

医事歌谣录寄发表。 他虽不曾自觉参与 “医事歌谣” 的讨论， 却客观上为

该话题提供了四川案例。

除参与歌谣、 民间故事等问题的讨论外， 歌谣学运动期间的方言讨论

中也不乏川籍人士的身影。 方言问题与歌谣征集相伴而生，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公

布的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中， 就提出由钱玄同、 沈兼士二

人考订方言。 随着歌谣收集、 整理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 方言、 方音等开

始成为独立于歌谣之外的问题进入 《歌谣周刊》 的讨论范围。①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成立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方音调查会， ５ 月 １７ 日该会第二次

常会通过简章， 改名为北大方言研究会， 但对于该研究会的命名， 一直存

在争议， 四川的毛坤②便是争议的发起者之一。

早在方言调查会成立之前， 毛坤给沈兼士、 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中就

提出 “ ‘方音’ 二字比 ‘方言’ 二字较好”， 并给出三点理由。 一是 “各

地语言之所以不同全在于音”； 二是从调查上说， 用方言的名义， 无法实

行玉堂所说就语言所行地域之远近画一图表； 三是从改革上说， 用方言二

字， 仍会沿用扬子云、 章太炎等人的研究方法， 不利于革新。③ 针对毛坤

的观点， 董作宾迅速作出回应， 坚持 “方言” 的用法， 并且认为之所以人

们会觉得 “方音” 比 “方言” 好， 原因在于从扬雄开始， 中国古代的方言

研究都重词汇， 因此把广义的方言变为只重词汇的狭义方言了。 经过讨论

后， 毛坤的观点被扬弃。

①

②

③

李国太： 《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与歌谣学派的方言研究》， 《四川省语言学会成立四十周

年庆祝大会暨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上）， ２０２１， 第 ４２６ － ４４０ 页。
毛坤字良坤， 号体六， 又号铁炉， 四川宜宾人， １９００ 年出生， １９０５ 年在私塾读书， １９１５

年考入成都师范学堂， １９２０ 年毕业， 留校任教。 同年毛坤为了深造， 约同窗数人沿江东下， 经安

徽北上京师， 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１９２２ 年毕业后升入北大哲学系。 参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 四川省文史馆编： 《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５１
－ ２５２ 页。

毛坤： 《为方言进一解·毛坤给沈兼士、 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 《歌谣》 １９２４ 年 ４ 月 ６
日， 第 ４９ 号， 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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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 毛坤在论述中还顺便言及四川方言的分区问题， 他说：

我们四川自有其天然的分域， 如沱江上游， 国音之所谓去声入声

多读若阳平， 沱江下游， 国音之所谓入声 （修正过的国音字典） 多读

为去声， 岷江沿岸州县， 于国音之所谓入声， 全都读的出来， （外乎

此者， 不能读入声） 其他川东川北， 皆有自然的分域， 釐不乱。①

毛坤引此段文字虽然是为了说明方言区划全由方音差异决定， 但这可

能也是目前所见对四川方言进行的最早的分区。

除此之外， 毛坤还在 《歌谣周刊》 第五十五号上发表了成都方言标音

实例。 《歌谣周刊》 第五十五号乃 “方言标音专号”， 卷首刊载有林语堂的

《方言调查方音字母草案》， 紧接其后的是对北京、 苏州、 绍兴、 绩溪、 南

阳、 黄冈、 湘潭、 昆明、 广州、 潮州、 厦门、 成都、 福州、 焦岭共计 １４ 个

点的方言标音实例， 其中成都音的发音人和标音者均为毛坤。 可见， 将毛

坤视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现代方言研究的川籍人士并不为过。 《歌谣周刊》

第八十九号还发表了毛坤翻译的马伦笃夫之 《关于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

言之分类》。 毛坤在文末按语中说： “按本篇 Ｍoｌｌｅｎｄoｒｆｆ所论恐不免全无误

处， 惟其中足供参考之事实亦不少， 故全盘译出， 以便有心方言研究者之

参照。”② 其理性之态度， 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 作为四川最早致力于现代

汉语方言研究的学者之一， 毛坤后来并未在此道路上继续前行， 而是成为

中国图书馆学的开拓者。③

有学者研究已指出： “周刊的第 ４９ 号可以看作办刊方向的一个转折

点……转折之后的 《歌谣周刊》 则不再将眼光局限于歌谣， 更多地向民俗

倾斜。 不仅在文学方面增加了谜语、 谚语、 歇后语、 童话、 寓言、 地方传

说等形式， 还有属于俗文学范围的民间小曲、 小调和唱本等， 更重要的是

①

②

③

毛坤： 《为方言进一解·毛坤给沈兼士、 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 《歌谣》 １９２４ 年 ４ 月 ６
日， 第 ４９ 号， 第 ３ － ４ 版。

马伦笃夫著， 毛坤译： 《关于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３ 日， 第 ８９ 号， 第 ６ 版。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省文史馆编： 《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 成

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５１ － ２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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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民俗方面的研究和讨论。”① 川籍人士也参与到各种民俗资料的征集

与相关问题讨论中。 例如， 《歌谣周刊》 第七十二号的 “征题” 中， 刊载

了 “腊八粥” 的征题， 其说明文字如下：

旧历十二月初八， 俗称 “小年下”， 也叫他 “腊八几”②， 这一

天， 大家小户， 都是要吃一顿 “腊八粥” 的， 读者诸君， 您吃过吗？

请您材料做法， 写出来给我们！ 您没吃过吗？ 也请您告诉我们一声，

使我们知道贵处的风俗， 干脆说吧： 我们打算在腊八日， 出这么一个

专号呢。 再关于各处 “腊八几” 的歌谣谚语传说等等， 尤其欢迎。③

随后 《歌谣周刊》 第七十五号便是 “腊八粥专号”， 刊登了北京、 南

阳、 山西、 束鹿、 崇明五个地区有关腊八粥的习俗。 在 ５ 篇文章刊载完后，

又附有一段文字：

我们为征求的普遍与便利， 曾作四个简单的问题分头向各处直接

调查， 成绩倒很不坏， 只可惜时间太促迫了， 终于没有做到完密的

境地。④

在应征的十余篇文字中， 便有成都祝逢春、 彭水王季和、 峨眉金满成

对其所在地腊八粥相关习俗的调查。 除此之外， 郑宾于也提供了资料， 但

他的调查结果显示酉阳无 “腊八粥” 的说法， 更无相关民俗。⑤ 虽然在当

时众多民俗问题讨论中， 有关腊八粥习俗的讨论并不深入， 所拟定的调查

提纲也较为简洁， 但四川有 ４ 人参与其中， 也从侧面说明歌谣学运动在四

川地区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而言之， 歌谣学运动时期以郑宾于和毛坤为代表的川籍学人积极参

与歌谣与民俗问题的讨论， 且与学界名流顾颉刚、 董作宾、 林语堂等过从

甚密。 但整体而言， 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十分有限， 不过他

①
②
③
④
⑤

方曙： 《 〈歌谣周刊〉 与北大歌谣运动》，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腊八几” 应为 “腊八节” 之讹误。
《本刊征题八》，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７２ 号， 第 ８ 版。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７５ 号， 第 ６ 版。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７５ 号， 第 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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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限的参与也恰好证实了歌谣学运动是寓京学者发起的一场 “眼光向下

的革命”， 它虽指向 “全国”， 实际影响则主要限于华北、 中原和江南等区

域， 西南、 西北等地相对沉寂。

余　 论

１９２７ 年蜀中大儒刘咸炘撰著 《浅书续录》， 其中有 “考古民风纲目”

和 “土风纲目” 两门。 “考古民风纲目” 包括谣谚、 格言、 故事小说、 游

戏等内容， “土风纲目” 后标注有 “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表所列”， 所列内

容则完全誊抄自风俗调查会制定的调查表格。① 《浅书续录》 是刘咸炘写给

弟子的治学门径之书， 所开列书目应是他认为必有可观者。 作为深谙中国

传统学问之道的大儒， 他能将风俗调查表格列入其中， 固然与他历来重视

“民风” 有关， 但也从侧面说明歌谣学运动之影响已及蜀中儒林。 由是观

之， 四川民俗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于飞、 樊 在重庆成

立民俗学会、 出版 《民俗周刊》， 但其肇始则应前溯至川籍人士积极参与

歌谣学运动。 当时的参与者虽人数不多， 参与深度有限， 且多没有学科自

觉意识， 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兴趣、 爱好偶一为之， 后来也未在民俗学研究

道路上继续前行， 但这些有限的参与毕竟引起了蜀中人士的注意， 使中国

现代民俗学之风吹进巴蜀大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四川民俗学与中国民俗

学的整体发展基本同步。 这也启示我们， 对 ２０ 世纪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

如立足于运动 “策源地” 和 “中心” 的考察， 则需充分肯定北大时期、 中

大时期、 杭州时期的历史贡献； 如从 “区域” 或 “边缘” 视角出发， 考察

全国各地民俗学从萌芽到发展的过程， 则为理解中国民俗学的多元发展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① 黄曙辉编校： 《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９３ － １９６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