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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尊敬的专家学者：

您好！

欢迎您参加第三届东亚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论坛：“东亚各国文化多样性的社区实践”国际学术

研讨会。会务组全体成员将竭诚为您服务。为了确保会议顺利圆满进行，会务组谨提示：

1.请您认真阅读《会议手册》。

2.请您提前下载并调适会议软件，境外参会者可下载腾讯会议海外版 VooV Meeting，下载链接为：

https://voovmeeting.com

3.本次会议时间为北京时间，各组发言时间有所重合，请您注意查看自己的发言时间以及会议号，

提前进入会议房间。

4.请您确保以静音模式进入会议，仅在发言时取消静音。

5.会务组联系方式：

高 健：+86 13708809353

张 多：+86 13658835798

杨识余：+86 18387243212

会议期间，您若有不明事宜或其他需求，请与会务组联系，以便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

感谢您对本次会议的支持！

志愿者团队：杨识余、王自梅、陈思、杨楚婧、晏阳、刘兰兰、赵瑶瑶、宋坤元、高绮悦、何佳华

第三届东亚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论坛·会务组

2021 年 11 月 22 日

https://voovmeeting.com


会 议 议 程

（ 2 0 2 1 . 1 1 . 2 7 — 1 1 . 2 8 ）

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时间 议程 会议号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王新（云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1. 云南大学文学院段炳昌教授致辞

2.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叶涛教授致辞

3. 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金铉哲教授致辞

4. 线上合影

466 391 965

09:00-12:00

大会发言

（每人发言时间：30分钟）

主持人：罗相珍（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金善子（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发言题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与生态及共享(commons)——从“话语之争”到“共

享之话语”

佐野贤治（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研究科名誉教授）

发言题目：“福田”考序说——比较佛教民俗学试论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到网络民族志——当代神话研究方法

探索 30 年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共同遗产

李道和（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裴铏《传奇·崔炜》故事在中越间的传承

分组发言（一）

（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小组评议讨论时间：30 分钟）

主持人：王加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罗瑛（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3:30-16:20

远藤耕太郎（日本共立女子短期大学文艺学部教授）

发言题目：白族白祭文与《万叶集》：口头传承和文字记载

曹旭东（日本立命馆大学先端综合学术研究科博士候选人）

发言题目：《源氏物语》中的妻问婚与摩梭人 sese 关系的比较分析

许南春（韩国济州大学国语国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三公本谱理》的命运与文明及共存

诺布旺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城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叙事文本的同质性与多元化及其张力——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

为讨论中心

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从概念到文本：《集成》前后的“摩苏昆”

鹿忆鹿（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山海经》图像——以《神异典》的山神、

海神为讨论中心

李硕九（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讲师）

发言题目：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看《山海经》中社群形态——以“司幽之国”

为例

董秀团（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对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研究的几点思考——以大理白族大本曲为例

774 762 284

15:30-18:00

分组发言（二）

（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小组评议讨论时间：30 分钟）

主持人：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显卨（韩国首尔大学国语国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犬神话中显现的人-非人的象征关系

黄景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神仙传记类志怪小说之生成

柳江夏（韩国江原大学人文大学人文治疗系助教授）

发言题目：《梦占逸旨》中古代中国梦与动物的象征意义研究

林海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发言题目：食物·药物·肥物：古代典籍所载的鱼腥草研究

朴修珍（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讲师）

发言题目：北方草原英雄叙事中“马之死”及其象征意义

田英淑（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930 558 227



发言题目：月亮在韩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程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亚非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关于日本稻荷信仰的几点思考

高健（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存在的相互性——佤族神话中的动物、人、植物与神灵

202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08:30-10:50

分组发言（三）

（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小组评议讨论时间：30 分钟）

主持人：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何俊（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国西南的实践

李莲（普洱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发言题目：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整合：以历史上傣族农耕稻作文化为中心

罗瑛（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生态民俗传承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兰坪县普米族田野调查为

例

罗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生态和合与营衍善存：哈尼族民间文学《哈尼四季生产调》的生态

感知与自然观照释义

徐义强（云南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发言题目：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医疗体系与行为健康 ——以哈尼族为例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歆（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运河记忆与村落文化变迁：以北京通州里二泗小车会为中心的考察

樊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节日习俗与地方性文化建构——以滕州冬至节俗为例

756 684 005

10:00-12:00

分组发言（四）

（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小组评议讨论时间：30 分钟）

主持人：田英淑（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黄静华（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星（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教授）

发言题目：民艺：民艺品的审美与“民艺运动” 383 756 207



段炳昌（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分期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论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民众主体性

王晓葵（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教授）

发言题目：民俗学视角的非遗（ICH）研究的批评与反思

王加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发言题目：“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生态民俗学研究旨趣探析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民俗主体的概念及范畴探讨——以俄亚祭天为中心

13:30 -16:00

分组发言（五）

（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小组评议讨论时间：30 分钟）

主持人：赵显卨（韩国首尔大学国语国文系教授）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罗相珍（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发言题目：“阿鲁”在云、贵、川文本中所呈现的不同形象探讨——以其神性

为着眼点

申东昕（韩国建国大学国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在韩华人韩语口述神话故事及多元文化敏感性表现

王靖宇（云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合作专员）

发言题目：《新·神话学入门》的翻译和感想——世界神话巡礼

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利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国际比较神话学研究的老传统与新视域

黄静华（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回到未来：对比较神话学知识生命的一种理解

崔元午（韩国光州教育大学国语教育系教授）

发言题目：济州神话的东亚文化价值探究方向

刘建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论云南彝族洪水神话特征——兼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比较

510 720 203

分组发言（六）

（李子贤先生学术思想纪念专场）

主持人：黄泽（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善子（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14:30-17:20

金绳初美（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

发言题目：“活形态神话”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摩梭人的转山

节和日本的神乐为例

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排烧苗寨神话、故事与仪式调查的思考

陈永香（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发言题目：简论彝族口传诗歌中的程式化隐喻

郭芮彤（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心灵的活态神话叙事：症状与疗愈的表征与象征——来自心理分析

的临床工作田野

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送瘟神：元阳哈尼族的防疫仪式与瘟疫神话观

王艳（韩国济州大学观光经营系讲师）

发言题目：清代中国商船上的船神信仰——以漂流记录为中心

264 868 110

17:30-18:00

闭幕式

主持人：高健（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云南大学神话研究所所长黄泽教授会议总结

2. 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金铉哲教授致闭幕辞

264 868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