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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研究》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理论研究”主要
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转向”为背景，在语言学、哲学、民俗学的学术史回溯中，深入解
析了民俗学中的“演述”概念，进而指出：当代民俗学理论从“事象”到“事件”的转变，以及重视
情景化语境中的语言使用，既符合人文学科以语言为中心进行理论求索的潮流，也是交流民族志理论
所承接的民俗学研究范式的新发展。下编“田野阐释”在上编论证之问题意识的基础上，结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概念，以白曲演述（文化表现形式）的交流行为中心，利用交流民族志的
工作模型，阐释了石宝山歌会的文化功能—祈福禳灾、驱邪求雨、繁衍人口、整合社会。文后附有一
定数量的白曲誊写文本、翻译以及田野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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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沿革及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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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件分析三：以2012年的个案为例
四 启示：歌会研究的几个误区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2008年现场对歌选录一
附录二 2008年现场对歌选录二
附录三 2008年现场对歌选录三
附录四 田野日志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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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运用海默斯的交流民族志【言说模型】做白族歌会的个案分析，厘清过去研究对歌会实质的误读
。只是，学术梳理略有繁冗，前后内容叠架显得有点拖沓。
2、主要看的是案例分析部分，戴尔海姆斯SPEAKING Model运用的很好范例。据说前面的学术史也很
有意思，有时间细看。ＰＳ：果然前半部分看不懂，暂时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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