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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民间文化遗产大观》

内容概要

《中国新疆民间文化遗产大观》内容简介：新疆是丝绸之路咽喉要地，也是世界唯一四大文化（古印
度文化、古希腊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汇地，还是一个民间文化遗产大区。新
疆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风貌、沉淀深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如丰富多
彩的民间文学；历史悠久的民间美术、民间乐器；难以忘怀的民间舞蹈、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
民间生产商贸习俗；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五味俱全的饮食文化；风格各异的民居文化、交通习俗；
特色鲜明的人生礼俗、岁时节令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医药等民间文化遗产，凝结着新疆
各族人民的生活情感与理想，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智慧的体现。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情
操，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宝库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间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农耕（游牧）生活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给一向主要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化遗产带来
了巨大的影响，民间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许多颇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间
文化遗产随时都有消失的危险。留住历史，留住记忆，让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民间
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保护迫在眉睫。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我们自觉主动地担起了传承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重任
。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自费“上山下乡”，深入秘境，追踪采访，记录拍摄，历经数十年
，我们和当地的原生态部族一起感受了时代的变迁，既亲眼目睹了现代化及其现代文明给当地人带来
的惊奇、喜悦、快乐和幸福，同时也深深感受到，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文化也受到了
现代化及其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从而激发了我们尽量陕、尽量完整而客观地记录下这些原生态文化
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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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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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民间文化遗产大观》

章节摘录

　　第1章 民间文学　　在新疆的文化宝库里，民间文学占据着重要的特殊地位。　　历经千百年的
岁月，新疆各族人民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学，它们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新疆民闻文学是
各族人民精神生活与追求的象征，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历史、文化的产物。例如，新疆民间文学中的重
要作品之一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被称为是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之魂”。《玛纳斯》是世
界上规模最宏大、篇幅最长的史诗之一，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顶峰之作。《玛纳斯》以口头形式
流传上千年，饱含着柯尔克孜族人民的情感、智慧和精神。《玛纳斯》是一部传记性质的英雄史诗，
记录和描绘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为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事迹。　　再如新疆民间文学中
的重要作品之一，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江格尔》在蒙古族群众中影响颇大，几乎家喻户晓
。它描绘了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们战胜以蟒古斯为头目的邪恶势力的故事。《江格尔》反映了蒙古族
人民的经济、文化、情感和生活习俗，并且非常适于演唱。　　再如新疆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之一
《格斯尔》。《格斯尔》是源于藏族《格萨尔》的一部史诗，但是自这部史诗流传至卫拉特蒙古地区
以来，经过民间艺人对它不断地丰富和变异，使其成为个性分明的新疆蒙古族《格斯尔》。《玛纳斯
》《江格尔》《格斯尔》都是新疆民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奇葩。　　还有维吾尔族民间“达斯坦
”、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新疆蒙古族长调民歌、柯尔克孜族民间“达斯坦”、蒙古族民间“图
兀勒”、柯尔克孜族“约隆歌”等等，语言种类多，流传区域广，作品数量浩繁，真可谓美不胜收。
　　新疆民间文学有继承，也在不断地发展。它给人们提供了鉴赏的乐趣、知识的美餐和美好的精神
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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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一般，丛书中看得出，新疆人民生活质量不高。60多年来没怎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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