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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土家族口承文化中，“歌师”是个俯身即拾的专有名词。歌师是什么?土家族歌师的概念缘起何时?
歌师文化是什么?土家族歌师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土家族歌师文化有些什么样的典型形态?土家族歌师文
化与土家族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凡此种种，皆成为“土家族歌师文化研究”亟需解决的
基本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便需要对“歌师”概念进行梳理，追溯“歌师”及“歌师文化”的文化
渊源，即对“歌师文化”已有文献史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土家族的宗教信仰、民
族精神与土家族歌师文化的关系，土家族歌师文化的狂欢化性质，土家族歌师文化的形态类别、话语
体系等本体特征，以及土家族歌师文化的典型类型及其狂欢化特征等，进行深入仔细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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