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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研究，ISBN：9787105120055，作者：谭志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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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志松，湖北恩施市人，土家族，中共党员。现任三峡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审专家，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
校研究会常务理事。　　现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研究。先后出版著
作7部、主编丛书1套、担任两部大型丛书副主编，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
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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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土家族及其非物质文化概述一、土家族族源简述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概说第二
节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概述一、自由自发的保护传承阶段二、经济目标为推动力的阶段三
、立法保护，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议程阶段四、国家、政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
段五、保护与传承的第五阶段探讨第三节 我们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一、研究的范式及研究方法二、
本研究取得的成果第二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文化哲学审思第一节 以民族之根和民族之
魂为核心 保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一、保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与土家族的民族之根二、保
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意在保护和传承土家族的民族之魂第二节 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宗旨保
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一、保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旨在实现土家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二
、创造有助于实现土家族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文化形式三、超越经济利益至上境界实现土家族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第三节 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创新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一、以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土家族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二、以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创新第三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价值及其保护的意义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主要内容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三、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第二节 原生态文化与原生态文化保
护辨析一、“原生态文化”概念的界定二、对原生态保护方式的质疑第三节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
传承的基本原则一、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本原则
第四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第一节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一、土
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一、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
传承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第三节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取得的成就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
视，把保护与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二、逐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与传承土家族非物
质文化⋯⋯第五章 民族教育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第六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和民族教育发展的互动机制第七章 长阳资丘镇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调查第八
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民族教育路径第九章 地方高校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
中的作用第十章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教育传承立法构想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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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保护和传承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必须是“原生态”的，一旦我们进行了所谓
的“创新”，那就不再是“原生态”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保护和传承又
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本书作者赞同邹广文教授的论断：“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在与外部环
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才能得到锤炼和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像对待古文物那样把它与周
围世界隔离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又不失却自身传统的特色，才是有生命力的、根深叶茂的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恰恰在于保守和创
新的辩证统一。保守因素使文化传统保持相对稳定，成为维系民族文化生命的纽带，创新因素使文化
传统不致凝固僵化，永葆生命力”。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不仅土家族非物
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者已经开始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继承就
没有创新，没有创新继承就没有出路”，而且在继承和创新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例如，长阳成功地
将传统的跳丧舞改编成巴山舞，现在由国家体育总局向全国推广；恩施州将传统的摆手舞、跳丧舞、
耍耍等民间艺术融合改编成了清江舞，正在全州推广；婚俗歌舞《土里巴人》以土家族传统婚俗为背
景，经过创新打造，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大奖”；湖北省民委与湖北省民族歌舞团
精心打造的大型土家民族风情歌舞《比兹卡》参加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得音乐舞蹈类大奖
，《比兹卡》被国家民委列为10台精品节目进行商演“市场化”运作；湖北省民委和恩施市正在把“
女儿会”搬上舞台；《龙船调》、《山路十八弯》、《黄四姐》、《西兰卡普》、《巴山谣》等，都
是在吸收了民歌营养的基础上改编成功的作品；长阳在表演艺术上创作演出了《梦幻土家》，来凤创
作了南剧《西兰卡普》；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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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网络购书方面快捷，遇到打折还会继续购买

Page 6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