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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性的思维：壮侗民族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人类口头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保护理念的时代背景下，把口传心授的壮侗民族民歌艺术及其相关习俗作为一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壮侗民族民歌文化“富矿区”开展实地调查和研究，
为壮侗民族民歌得到有效保护、持续流传和发扬光大，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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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献综述、时代背景与总体结构  一、壮侗民族民歌文化研究文献综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时代背景  三、调查区域与总体结构第二章  审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探视视角    一、中国审美人
类学研究的缘起  二、中国审美人类学方法论探索  三、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探视视角第三章  诗性思维与
壮侗民族民歌文化传统  一、诗性思维的内涵及特质  二、壮民族诗性思维的运作模式  三、壮族传统歌
圩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侗族文化源流与民歌习俗的现代变迁第四章  宜州壮族民歌传承与文化遗产保
护  一、宜州壮族民歌传承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宜州民歌的种类及其流传现状  三、宜州民歌文化传承
模式的变迁  四、宜州民歌文化保护的现状第五章  田阳壮族民歌传承与布洛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一、田阳社会历史与文化底蕴  二、田阳壮族民歌文化的传承现状  三、国家力量与民间文化传承的相
互适应  四、布洛陀文化资源开发与田阳壮族民歌习俗的保护第六章  侗族民歌文化传承主体及其文化
适应  一、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主体  二、侗族歌者的生存境况  三、侗族歌者的文化适应第七章  侗族
民歌文化的展演与现代传承  一、表演理论的观照与借鉴  二、侗族民歌展演场域的变迁  三、侗族民歌
展演机制的更新  四、侗族民歌表演中的受众分析  五、侗族民歌展演的文化功能  六、表演机制变迁与
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第八章  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以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为例  一、“刘三姐文化”积淀及其品牌的形成  二、《印象·刘三姐》的编创过程  三、《印象·刘三
姐》民族文化内容的展示  四、《印象·刘三姐》的多重视角评析  五、旅游语境中民族民间文化的保
护与新生第九章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壮侗民族民歌文化的保护策略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及其
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措施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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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覃德清编著的《诗性的思维--壮侗民族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保护理念的时代背景下，把口传心授的壮侗民族民歌艺术及其相
关习俗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壮侗民族民歌文化“富矿区”开展实地
调查和研究，为壮侗民族民歌得到有效保护、持续流传和发扬光大，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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