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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

内容概要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重点研究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编绘理论与方法，利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
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有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地方性问题研究、地方区域社会中的民俗研究、故事类
型的历史地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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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
前　言
绪　论
第一章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基本理论问题题解
第一节　民俗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和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内涵
一、民俗学与数字故事民俗地图
二、地理学与数字故事民俗地图
第二节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编绘理念
一、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目标和性质
二、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类型和结构
三、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理念要素
四、数字故事民俗地图与数字化技术
第二章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分类、地名与编绘范围题解
第一节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分类的地名界定与转换
一、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故事地名界定与转换
二、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故事讲述地名界定与转换
三、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故事节日地名界定与转换
⋯⋯
第三章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制图方案与编绘技术
第四章　数字民俗地图的空间要素与地名个案研究
附录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样图）
插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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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采用民俗地标体现民俗地方性。民俗地标，是民俗学与地理学的交叉概念。在地理
学中，进行遥感制图和卫星影像判读时，需要建立一些如色调、形态、组合特征等判读标志，以便提
取遥感图像中的专题信息。我们可以将地理学中的地标，理解为能够确定标示地图、卫星影像和航片
上的图形与实际地表相联系的明显标志物。而在民俗学中，“民俗标志物”的概念，一般被理解为是
能够代表某地民俗事象特点的典型事物或行为事件。 本书所说的民俗地标，与上述两种概念均有联系
，但又有不同。民俗地标，是指在某次的民俗田野调查和民俗学研究中，与具体的研究内容密切相关
，可以体现历史人文内涵的地理实体，其目的是建立地图、地物和民俗含义间的相互联系。它可以是
具体的地物，如寺庙、井、河流、水渠等，也可是一种具有文化关联性质的地名，如护国寺、武夷山
等。从地图的表现形式来说，它表现的不是民俗事象的资源本身，而是与民俗事象相关的地点、场所
和环境，当这种地点和场所显得相当重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可能成为“圣地”，构建了民俗文
化空间。 第二，采用相关民俗的组合地图方式表现民俗地方性。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来不是孤
立的，它作为一种民众的生活文化，更是融合在一起，多种民俗事象相互黏合，成为民众生活的活态
文化。 第三，采用专家系统地图体现专家对民俗地方性的研究。数字故事民俗地图不仅要体现民俗事
象和民俗资源的地方性，更主要的是要体现民俗学者对民俗地方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自然现象来说，
民俗事象的产生和发展规律要复杂得多，使用地理方法编绘等值线图可以看出地表干旱程度的递变规
律，但简单使用地理方法编绘民俗志词语的方言地图，就不一定代表了民俗文化的中心与周圈传播规
律。通过建立专家系统，使用专家系统地图体现民俗地方性，既可以表达专家研究成果，同时又成为
相互验证比较的工具。 从民俗地图的学术史来看，体现民俗资源地方性的民俗分布地图，在基础资源
描述和原始资料分级分类方面，对民俗学者研究有重要作用，它也是在民俗地图的起步阶段，最容易
利用地理方法制作、数量最多的一种。 当然，要将其作为研究资料使用，这种地图尚显不足，还要用
其他手段改造和利用，以便与其他资料结合使用。例如采用WebGIS的数字地图展现模式，将其中包括
的行政地域分类、民族分类和专业分类信息用逐步显示和交叉查询的方式包含在地图中，而讲述人（
或表演者）信息和搜集数量等通过点击查看数据库的形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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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

编辑推荐

《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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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

精彩短评

1、这书名是人话不嗯二位作者？冲这一点也要给差评
2、我没有看出来这个课题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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