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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文化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

内容概要

《三民文化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就是历届上海文化论坛的结晶，它凝聚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艺术
家的智慧与见解，很有价值，可供文化事业工作者、决策者参考。近年来，在市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领
导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上海的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简称三民文化）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作为
汇聚全国及港澳地区三民文化艺术精品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同时举办了多届由国内外专
家、学者、艺术家参加的“上海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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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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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表达的瓶颈    民间文化重要的是时代精神    中国元素的展示要形成品牌    上海世博会筹备工作介
绍    在纵横交错的坐标上确立中国文化的定位    谈谈民博会的成功与世博会的筹办工作    新加坡的中
国元素隋结    整合各方因素形成新的动力    让茶文化从民博会走进世博会2005年上海民间艺术博览会
论坛发言  与会主要领导专家名单  开幕致辞    刘建（上海市文广局党委副书记）    黄耀诚（上海世博
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    刘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主任）  
主题发言  第一场  徐艺乙主持    资毕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
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潘耀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博导）    李军（中央美
术学院文化遗产学系主任、教授）  第二场  李军主持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博导
）    唐友波（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研究员）    王慧（世博局公共关系部高级主管）    俞力（世博
局公共关系部高级主管）  第三场  杭间主持    朱惠卿（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高春明
（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朱淳（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陆丽娟（上海艺
术研究所研究部）  第四场  潘耀昌主持    徐艺乙（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陈竞（南京大学艺术教育中
心教授）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博导）    王凯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金千里（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少儿工艺表演团副团长）    叶维义（上海市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
会副秘书长、上海健生文化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金人霖（上海健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  论坛总结    李晓峰（“2005年上海民族民间艺术博览会”论坛主持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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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相关媒体报道  （08年民博会）    融入大众生活才有生命力——民族民俗民间文化传承发展之关
键    从文化博览到博览文化    台湾业者：两岸中国人要携手传承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艺术    浇灌文化
繁盛的根脉上海民博会走向“创意产业”    全新方式阐释民族人文、民间艺术、民俗风情——上海民
博会讲述艺术背后故事    尊重自然，尊重生命——走近民博会上的民间艺人  （07年民博会）    上海正
在亮出文化大都市名片    民间工艺的喜怒哀乐    农村城镇化，金山农民画进退两难    民俗教育从娃娃
抓起    众里寻他——写在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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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三民文化与公共文化政策”上海文化论坛上的讲话　　欢迎大家参加“三民文化与公共文化
政策”上海文化论坛，感谢各位为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前来献计献策。近年来，上海文
化建设按照中央的要求，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三民文化的保护弘扬，推动在三民文化基础上的文
化创新。上海市的历届领导对此都很重视，不少老领导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很多宣传文化战线的同志
作出了贡献。借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民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在党和国家整个文化
发展战略布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就要保护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加强对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挖掘和保护，用现代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使其与当代社
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同时要以开放的眼界和胸怀，吸收各国优
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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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论文急用，送货速度很快，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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