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朱明明 email：2536195187@qq.com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来到东南
大学采访陶思炎教授。 一如之前我们的想
象，陶爷爷身上昭显着“长者风范，大师精
神”，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谆谆教诲，都让我
们铭记于心。

一
陶爷爷对我们说，他是老南京人，出生

在秦淮河畔，从小在老城南浓厚的民俗氛
围中长大。 每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日或者庙
会，他都会跑到夫子庙或城隍庙，看灯，看
各种玩具，看杂耍表演，流连忘返，乐此不
疲。 由岁时节令而衍生的孩童的游戏，陶
爷爷也都兴致勃勃地一个不落：春天的时
候，登上雨花台放自己亲手扎的彩纸风筝；
白雪皑皑的正月里，与邻居的小伙伴们一

起，提着蛤蟆灯，或者是拖着兔子灯，成群
结队地在街巷里巡游……南京的民俗作
为中国传统民俗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了
他的骨血里。

但从事民俗研究并不是陶爷爷一开始
的职业，他是在不断地选择和调整之后，才
最终确定了这条人生道路的。 最初， 陶爷
爷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南京工学院，
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系， 毕业后被分配
到扬州的建筑设计室，曾经设计过办公楼、
教学楼等建筑， 但他还是从心底里喜欢文
科。 于是，1978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便重
新做了一次选择， 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
文系。陶爷爷原来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他决
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专攻外国文学。 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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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
品，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但到了大四时，他
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 随着对外国文学领
域的深入了解，他发现，由于自己对外国
的历史和人文都不太熟悉，因而在本土环
境下研究外国文学， 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接受二手资料，终究难以深入，难以领先，
这样下去的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二流
的学者。 于是， 他开始将眼光转入比较文
学领域， 想在中外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 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从中外神话入
手，研究神话的比较方法，完成了毕业论
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将中外神话进
行对比，发现和总结其中的某些规律。 由
于论文题目在当时非常新颖，加之陶爷爷
将他非常扎实的外国文学基础、古文考证
功底，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都融贯在
论文中，使得论文非常成功，当年就被收
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和《中国文
学年鉴》，并被多次转载，甚至还被日本西
南学院大学选入教材。

二
从毕业论文开始， 陶爷爷对神话有了

深入的了解：原来中国神话并不只是一则
则或传奇或灵异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每则
神话都没有多少内容，具有简单性和片段
性， 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远古人类的创
作，内涵非常深奥，和西方神话相比毫不
逊色。 于是，陶爷爷决定专攻中国神话研
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神话的重
要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学科分类上，神话属于民间文学，而
民间文学又归于民俗学这个更大的门类。
陶爷爷向我们详细地解释说，民俗学研究
的是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既包括物质上
的东西，如服装、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
品，等等；也包括精神类的东西，如信仰、忌
讳、避讳、巫术，等等；还包括动态的、行为
性的东西， 如过年过节时的一些活动；当

然还包括语言方面的内容，如神话、传说、
故事、歌谣、谜语、笑话等通常被看作是民
间文学的东西。 因此，陶爷爷的研究领域，
也自然地从神话扩大到了民俗学。

1987 年，北京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招
收民俗学博士。 陶爷爷以建筑学和文学双
学士的学历报考，并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北师大，进入被称作“民俗学之父”的著
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门下学习。 在北京读博
士期间，陶爷爷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都泡在
图书馆里看书、写作，连周末和寒暑假也不
例外，长城、十三陵、卢沟桥这些北京标志
性的名胜， 他一个都没去过。 短短两年半
的时间，陶爷爷便完成了博士学业，成为了
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博士。 他的毕业论文
《中国鱼文化》 后来公开出版，《人民日报》
（海外版）整版选登了该书的若干章节，《读
书》等刊物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完成博士学业后， 陶爷爷回到母校东
南大学工作，并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发表
了 100 多篇论文，出版了《风物探幽》《中国
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应用民俗
学》《中国都市民俗学》等著作，在学术上取
得了累累硕果。 在东大， 他先后任艺术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
所长、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除
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
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为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地贡献着力量。

2011 年 4 月，陶爷爷被聘为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员。 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聘书
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央文
史研究馆最年轻的一位馆员。

三
虽然陶爷爷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和荣

誉，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授业恩师的
肯定。 陶爷爷的博士导师钟敬文先生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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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弟子要求极为严格，从来不当面夸奖学
生。 读博期间， 每当陶爷爷向钟老汇报学
业时，钟老总是指出他的疏漏之处，并提
出一些建议让他参考。 毕业七八年之后，
一次，陶爷爷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研
讨会，恰逢钟老在座，于是他过去跟老师
问好。 钟老将他介绍给身旁的季羡林先
生， 并对季先生说：“他在南京干得不错。
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像他就好了。 ”得到了
钟老的当面夸奖， 并且是如此高的评价，
让陶爷爷一时间既惊讶又感动。

感怀恩师之余， 陶爷爷也不忘对我们
进行教诲和鼓励。 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
们，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需要早早树立
一个远大的理想。 有了理想目标之后，人
就不迷茫，有干劲。 就算之后根据实际情
况要对自己的最初目标进行调整，之前付
出的努力、得到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下一
个目标的储备资本。

另外，在少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尽量广
泛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要故步自封。 如

一开始学习的建筑学知识， 对他在民俗建
筑方面的研究帮助就非常大。 再如， 早年
间，他写论文和著书的时候，要用到图片，
可是有的文物是不能拍摄的， 当时又不能
上网，只能靠手绘，于是，他具有的素描功
底便派上了用场。 陶爷爷说， 理科和文科
是有相通之处的， 学理科的人要同时学好
文科，学文科的人也要同时学好理科，这样
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 不至于
因无知而犯错。

陶爷爷还建议我们， 可以多看一些杂
书，比如一些有关旅游和各国历史的书，这
样可以在点点滴滴中积累对世界的认识。
读书的时候，还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要多
写些感悟， 不要因为怕辛苦， 就不做这些
事。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陶爷爷强调说。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采访接近了尾声。
我们在和陶爷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 在和
他告别之后，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南
大学。

石岳川 （南京市树人国际学校）：“心中
要有远大的理想。”“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
爷爷的教诲我铭记于心。

林凯雯（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陶爷爷不仅是一位
学识渊博的学者， 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
者。

李志清（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陶爷
爷的人生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
解。

李思仪（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通过采访陶爷爷，我懂得了：一个人要较早
树立一个较高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才能获
得一个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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