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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与研究》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的一种。主要内容分三部
分，第一部分是日韩两国的"非遗"保护机器对我国的启示；第二部分是中日韩"非遗"的比较研究；第三
部分是日韩两国相关法规的翻译介绍。全书对中日韩三国的非遗保护进行比较，并有选择地进行个案
研究，去粗取精，阐述他国非遗申请和保护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中国的非遗保护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避免中国非遗保护的雷同化、异质化，尤其是对非遗保护中的明保护、实破坏的粗暴行为作了透彻
的比较和探讨。作为借鉴，试图合理规范非遗入册和保护中的非理性行为，这对每一个非遗工作者和
热爱者来说都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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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保成，男，1952年生。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至1997年
任教于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2007、2008年先后应邀赴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访
问研究。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
任。兼任中国傩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广西大学、广州大学、信阳师院兼职教授，《中国韵文学会》、《新文学》编委。
康保成教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戏剧史、戏曲民俗。近几年来，他致力于从民俗、宗教的角度研究中国
古代戏剧形态，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
戏剧艺术》、《学术研究》等期刊发表系列论文，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他主
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与中国古代戏曲》的结项成果《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2004）获
得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论文《酒令与元曲的传播》获得第二届广东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他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已完
成结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观念、视野、方法与中国戏剧史研究》。他指导的博士生
刘晓明的论文《杂剧形成史》获得2007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黎国韬的《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
获得2005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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