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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侗族民俗》

内容概要

小黄侗族民俗：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ISBN：9787109127180，作者：张
力军、肖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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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博物馆中非物质农业遗产的保护技术与传承手段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
研究概况 三、非物质农业遗产的基本内容 四、非物质农业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五、开展非物质农业
遗产保护工作的侧重点 六、非物质农业遗产的普查研究重点 七、以物质的形态保护非物质农业遗产 
八、在动态中传承保护、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农业遗产 九、非物质农业遗产保护和传承中要注意的几
个问题参考文献第二章 贵州从江小黄调查报告 一、自然与人文环境 二、历史沿革 三、农业生产及工
具 四、农产品的加工 五、饮食的加工酿制 六、织染工艺 七、牲畜养殖与利用 八、手工业与民间艺术 
九、建筑与民居 十、交通与运输工具 十一、婚姻家庭 十二、与农业有关的民间文学 十三、音乐舞蹈 
十四、节日文化 十五、宗教 十六、丧葬 十七、历史传说 十八、“保护”建议

Page 3



《小黄侗族民俗》

章节摘录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当某一特定事项需要及时保护甚至抢救时，与所在地民众对于经济利
益的追求发生矛盾。这时候，就需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是必须关注和尊重人（相关民众）的现实需
求；二是必须明　　白，只有（特定民族社区的）人，才是（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无可
替代的能动主体，要相信他们的聪明智慧和守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一种非物质文化的全部生机活力
，实际都存在于生它养它的民族（社区）民众之中。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创造、享用和传承主体，绝不会在满足经济物质生活需求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根本意
义上说，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特别依赖创造、享
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在《保护公约》中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
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
的管理”。如果让农民继续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则必须能够从中获益，可以在保护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前提下有所发展。　　（二）动态保护的原则　　农业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活态
的。在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坚持动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也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一种
充分反映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系统。因此，没有生产劳作是不可能保护这些传统农业系统的。当然，
我们还得让农民的生产方式有所发展，因为没有发展的保护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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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大国，在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等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农业历史痕
迹。    张边军等编著的《小黄侗族民俗——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介绍
了小黄侗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历史沿革、农业生产及工具、饮食的加工酿制、手工业与民间艺
术、建筑与民居、宗教、历史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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