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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6章，分别是：民间文学艺术概念辨析、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价值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
制度变迁与观念演进、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模式、民间文学艺术专有权的构建、我国民间文学艺
术法律保护的构建。
本书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制度设计，所提出的相关法律的建议稿值得重视，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
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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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玉烨，女，1970年生，福建永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
1992年、1998年、2006年先后于原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
士学位。
199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4,L事知识产权法、民商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任知识产权实验室主任，曾
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届“青年优秀主讲教师”、“南湖法学优秀讲课教师”称号。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完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知识产权战略与管理研究室主任。
多次参加完成教育部、司法部、科技部的研究项目及教材编写，在《法商研究》、《法律科学》等刊
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
载、摘登。
2004年应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法学院邀请做访问学者，2006～2007年应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肯特
法学院邀请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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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
智力创造的成果，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的动力和源泉。
民间文学艺术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又是现代科技与文化成果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
文学艺术的创新之“源”。
和自然遗产一样，文化具有一次性和不可再生性，民间文学艺术的消亡将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因此，展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研究，既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
源远流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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