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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完成了黄道婆由历史人物到棉纺织行业神再到历史名人文
化三重角色的描述和解析。
接着对黄道婆文化记忆的保存、失忆及重构给予了多视角的诠释，依次分析了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
的保存形式、传递方式、集体记忆建构结果以及不同阶层人群对黄道婆文化记忆的解读；黄道婆历史
记忆在海南的保存形式、传递方式、建构结果以及不同阶层人群对黄道婆历史记忆的诠释；从史志失
载、口头叙事断裂、标志性建筑物消失三个方面分析了黄道婆文化在海南失忆的原因、失去记忆的内
容以及失忆后对海南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原因、重构的原则和依据、重构的主
导力量以及重构的具体内容加以论述；分析了黄道婆文化记忆在海南重构后的外在经济价值和内在文
化价值，以及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积极效应和消极因子，最后运用共生理论建构了文化系统内的三
种共生互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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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一、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三亚城市发展的需要 三、现代人的需要 第二节黄道婆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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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价值 一、外在的经济价值 二、内在的文化价值 第二节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积极效应 一、改
善民生 二、加强黄道婆研究 三、加强黄道婆文化的保护 第三节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消极因子 一、
和谐社会中的瑕疵 二、文化区域间的认同边界 第四节共生互补理论的实践 一、从需要视角看文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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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黄道婆就正是这样一个符号，依附在棉纺织技术上游弋于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形成了黎族妇女这个人群的集体记忆。
宋元时期，黎族的棉纺织业就已非常发达了，此时是黄道婆在崖州向黎族学习和实践棉纺织技术的时
期，人们可以与她交流与沟通，和她拥有共同的棉纺织经历，目睹了黄道婆在棉纺织上的高超技艺。
当黄道婆年老离开崖州后，手工棉纺织仍然是黎族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时人们口耳相传的就
只能是纯粹的黄道婆故事了。
因为它可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可以跟听者自己的生活现实和想象世界联系起来的切入点（纺
织生活）；二是有一种给听者予以补充留有空间的叙述形态（共同记忆）；三是有一个本身就具有经
历品质的叙述场合（纺织现场）。
可见，故事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变得可以传承的，就是说从别人（叙述者）的故事变成了（听者）自己
掌握的故事。
②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洋货”的侵入破坏了黎族手工棉纺织业，也扰乱了黎族妇女的日常生活，
慢慢地，有关黄道婆与棉纺织的传说便失去了叙述的场域，叙述黄道婆传说故事的话语群体（黎族妇
女）也随之瓦解。
从此，黄道婆在这个“集体”中便失去了记忆。
 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是现代化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制作。
黎族人民也想不起黄道婆到底家住何方。
可是，随着历史的轮回，使许多手工制作产品又成为部分人的生活需求。
比如，现在买一双手工布鞋比一双皮鞋还贵，买一条黎族桶裙得花几千块。
特别是很多被人们遗忘或是抛弃的文化、器物突然间又变成了一种价值高昂的文化，需要人们重新挖
掘、整理、保护和传承。
学者们开始在浩瀚的人群中搜寻几百年前的历史痕迹，诸如历史记载、口头传说、神话故事、史诗、
庆典节日、婚丧歌舞及历史遗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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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指出黄道婆文化记忆在海南的重构，引发了一场或明或暗的
文化资本竞争。
它不是一个特例，是当下名人文化资本争抢中的一个较典型的个案。
文化是一个符号，如今变成一种资本，发挥强大的经济功能。
面对有限的文化资本，各社会主体为了自身发展该如何获取资源？
可从文化共生理论中找到答案。
在社会共生论的启发下，笔者建构了三种文化共生模式，并剖析了上海与海南因黄道婆文化资源而建
立的文化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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