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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岷花儿研究》

内容概要

《洮岷花儿研究（生存空间视角下的田村花儿调查）》是一部以人类学视野为观照的“花儿”歌谣微
观研究专著。它的研究对象是西北歌谣“花儿”中的一种小类别，即“洮岷型花儿”的南路派，当地
民俗俗称其为“阿欧怜儿”。 作者以“田村”为社会空间横断面，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至第二个
十年初期为历史横断面，借鉴民族志方法对“阿欧怜儿”进行调查研究。在研究中，《洮岷花儿研究
（生存空间视角下的田村花儿调查）》作者戚晓萍把这种“花儿”歌谣置于其存活的文化生态整体内
，对其加以观察、描述、分析，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的“主位观”理解及“客位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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