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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环境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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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在日本民俗学研究中， “自然” 和 “环境” 被赋予特殊含义和被视作特定研究领域的历史并不长。

１９９２ 年的日本民俗学会会刊——— 《日本民俗学》 第 １９０ 期， “自然” 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
与年中行事、 过渡礼仪、 信仰、 传说、 民间艺能等民俗学主要研究领域并列。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 ２１
世纪初， 不断有民俗学者关注到 “自然 （生态、 环境）” 这一领域， 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日本的民俗学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开始对自然和环境的研究， 原因之一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 环境

的恶化催生了跨学科的 “环境学” 研究， 各门学科集结在这一广义的研究框架之下， 比如诞生了环境社

会学、 环境政策学、 环境经济学等冠以 “环境” 这个修饰词的研究领域。 而在民俗学中开展自然和环境

研究， 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在民俗学者开展自然和环境的研究之前， 日本民俗学中的 “生业” （生计） 领域早已将自然作为研

究对象了。 生业研究中的 “自然” 并非作为思想产物的抽象概念， 而是实体的、 物质的存在， 主要指自

然界里的动物和植物。 在生业的领域， 传统村落社会中的农业、 渔业和捕猎等使用自然资源的传统生产

活动或经济活动的研究备受关注， 特别是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技术、 自然知识以及资源利用的社会体系成

为研究的焦点。 生业领域的这些研究， 为后来民俗学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日本民俗学中，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 ２１ 世纪初， 在 “自然 （生态和环境）” 这一研究领域产生

了三大潮流： 生态民俗学、 民俗自然志和环境民俗学。 但遗憾的是， 日本民俗学中的这三股潮流如今已

基本褪去。 然而， 关于自然和环境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在 ２１ 世纪并未消失， 它已经转变为一个包容且统合

的研究领域， 我们可以称之为 “民俗学环境研究”。 虽然它尚未形成一种流派， 但正以多样化的形态向前

推进。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便属于 “民俗学环境研究” 的成果。
在本专题中， 菅丰的论文探讨了共有资源管理的问题。 论文首先重点关注存在于日本传统社会中的

自然资源共同管理体系———入会 （ ｉｒｉａｉ）， 阐释了其在维持社会运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继而论述了传

统的共有资源管理理念应用于当代社会的可能性及问题点。 卯田宗平的论文以驱除有害外来鱼种的事例

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负责驱除外来鱼的渔民们的行为原理， 论述了人们如何通过经验知识和传统技术来

成功应对当代环境问题。 陆薇薇的论文则聚焦公害问题， 其运用民俗学的前沿方法论， 对日本四大公害

病之一的水俣病个案重新进行了解读， 为反思当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虽然这三篇论文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维度上有所不同， 却也不乏共通之处。 三篇论文不仅对传统民俗

进行了解读， 还关注当代社会语境下人们如何对传统进行再定位。 而对当代社会的关注也正是 “民俗学

环境研究” 的特征所在， 体现出与既往的生态民俗学、 民俗自然志、 环境民俗学研究的区别。 同时， 民

俗学环境研究还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范式。 希望这个专题能够加深大家对日本当代民俗学环境研究

的理解， 并进一步推进中日两国之间关于民俗学环境研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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