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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4月18日，远在哈尔滨的李煞给我发来她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述《华灯下的田野——
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研究》，要我写一篇“序”。
此时，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为硕士、博士班讲授“20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该课程以“百年中
国文化转型”背景下几代学者的传统音乐研究成果为主线，顺带也介绍一些他们如何在各自的“田野
”上进行这些“文化叙事”的学术思路。
我又听说，同一个时段，在上音洛秦教授“音乐人类学”讨论课上，学生们正在热烈争论“文化阐释
”中“深描”与“浅描”方法的鉴定。
其中，自然少不了各位在读硕士、博士们的“田野观”。
这真是，南北东西，老中青学人，一片争说“田野”之声，俨然构成一幅有关“田野”话题的“后现
代”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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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解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进行梳理
，评析其文艺价值，揭示其历史意义。
既能洞悉知名学者深入基层、严谨考察和选拔演员们的艰辛，更难感悟那些偏居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世代凝聚而成的才华和智慧。
这些少数民族艺术家从田野走来，在首都舞台的华灯下熠熠闪耀！
他们将曾经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的珍贵艺术品种进行真实呈现，同时也作为“活着的记忆”成为后代音
乐学者探求和考察的对象。
书中还提出了在濒临灭绝的艺术品种面前，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最恰当的方法来延传民族文化命脉这一
严肃的社会课题。
　　适读对象：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音乐学院师生，文艺从业人员，文艺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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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会演中，50多个民族，50多种色彩，锦簇成中华民族的乐之巅、舞之河，给民族一份自豪，给
祖国一份精彩。
各族人民终于找回了丢失太久的民族身份，走上共和国的广阔舞台，成为主角。
会演让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真正领略了中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让各族人民真正体认到本
族文化的无与伦比、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建国1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民族完成了从落后的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向社会
主义社会的飞跃；有的民族从濒于灭族的险境中走向新生和繁荣；更有多少民族从“刀耕火种”的落
后状态迈进到用拖拉机耕地、用电力灌溉的先进水平，伴随政治、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也发生
相应变化。
然而时代变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
少数民族社会面貌的改变和消失，思想观念的汉化、生活方式的汉化、语言的汉化、甚至服装的汉化
，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被“一元化”了，这一切的改变似乎让人无所适从。
幸而，国家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整理固有文化遗产，全国上下“抢救”传统文化，会演则成为“抢救”
的重要手段之一。
展演中为找到自己民族与众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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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灯下的田野: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研究》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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