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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

前言

我是一名普通的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春天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在党的文化政
策及民族政策指引下，在身边的领导与老一辈学者的关怀帮助下，我所走过的、并正在走着的是一条
以学术的形式为人民服务、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我的学术活动有四个特点，即：扎根民间；
关心民生；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参与构筑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新大厦。先谈谈扎根民间。这主
要是由我所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及民俗学研究之性质所决定的。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的口头文学，民俗
是广大民众的生存样态。它们蕴藏于山野之中，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必
须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最深层次，深刻理解民间文化的基本精神，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从事中
华文化事业的基层建设。怀着这样的信念，从1981年起，我曾先后八次或单独、或参加集体从事田野
调查，对纳西族、汉族、藏族、畲族的民间文学及民俗文化进行实地感受与体验：每每奔波于荒山野
岭。历经生与死的考验，曾被不明真相者所关押，试罪考验这种古老的陋俗亦曾被我真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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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

内容概要

《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内容简介：我的学术活动有四个特点，即：扎根民间；关心民生；推
动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参与构筑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新大厦。先谈谈扎根民间。这主要是由我所从
事民间文学研究及民俗学研究之性质所决定的。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的口头文学，民俗是广大民众的
生存样态。它们蕴藏于山野之中，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入到民众
生活的最深层次，深刻理解民间文化的基本精神，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从事中华文化事业的
基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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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淑玲，1960年生，北京认，1976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现为北京戏曲职业学院教员，从事京剧
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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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序：以学术的形式为人民服务话说端午少数民族主要传统节日留住我们文化的根少数民族文
化中的“特区”建设东巴文化：世界注视着你让中国民间文化不再“流放”最后一次大普查地区优先
项目优先濒危优先民间文艺面临转型抢救民间文化遗产阻止文化断流“抢救”责任重大“保护”使命
光荣端午访谈一刻也不停止工作“数字遗产”引发文化遗产保护革命就“民间文艺之乡”命名工作答
《民间文化》记者问数字化激活文化DNA煤炭加文化打造山西无炯产业申报“世遗”关乎国家文化主
权丁亥新春年味浓  关爱传承中国情文化主权与国家安全传统节日与文化安全  民博会是迎接文化建设
新高潮的一朵浪花和谐文化建设访谈录保护文化遗产安全民族文化发展走势  张信纳西族传统文化在
告诉我们什么自尊自信自强的纳西精神保护·创新·超越保护西部文化的多样性越是古老的，越是崭
新的梁祝文化将申报世界遗产每一分钟都有一种民间艺术在消失守望民间孙昕民间文化遗产：把根留
住“要牢牢捍卫民族文化的根”挽留身边正在消亡的民间文化“申遗”不是唯一之路留住中国民间文
化的声影让河南民间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中国梁祝之乡”非独家民间文艺五年华彩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进展我国申遗：别让人家抢先才着急  民间文化正在流失  抢救传承刻不容缓“梁祝”
到底家在何方化蝶传说迎来第三个“故乡”12年，丽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昔日纳贡之举　今朝“无形
资产”附录：媒体报道选录后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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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画外音：这里的彝族青年男女正在准备街心酒菜肴。李云仙：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彝族的火把
节，每年六月二十四前后三天是我们彝族最盛大的节日。每到这一天，我们彝族人就会聚集在一起，
把自己家里最好吃的、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大家会用三天三夜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今天，我们的
小伙子和姑娘们已经忙开了，为今天晚上的宴会做准备。火把节的时候，我们是以牛肉汤锅和陀陀肉
等等为我们的主食，非常好吃。火把节的时候，我们彝族人都会举着火把到田间烧害虫。到了夜晚，
还要举行篝火狂欢。白天就举行斗牛、摔跤、赛歌，内容丰富多彩，非常好玩。那边是我们的姑娘小
伙子，他们在忙什么呢？我们过去看一下。啊，原来他们正在煮我们彝族非常有名的陀陀肉。非常好
吃。晚上，我们还有酒歌、酒令等酒俗。在我们的宴会上会发生许多好玩的故事，互相敬酒，互相猜
拳。待一会儿，大家都会看得到的。到了晚上，我们还会引燃篝火尽情狂欢，尽情歌舞，通宵达旦。
这就是我们彝族最隆重的火把节了。画外音：摆上丰盛的街心酒。这是劳动收获，这是喜庆的盛宴。
欢庆的美酒千杯不醉，欢乐的歌声万遍不醉。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山村，照亮田野，彝族人民欢歌笑
语，尽情地歌舞。这是一个把你的心灵照亮的七月！这是一个把你的青春燃烧的七月！这是一个把你
的梦想放飞的七月！跳起欢快的舞蹈，奏起古老的音乐，火把节的夜晚是迷人的夜晚。这欢乐的场面
正如柳亚子先生的诗句：“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蹁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主持人B：少数
民族的传统节日，有一些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请问，还有哪些节日是像凉山火把节这样与图腾崇拜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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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选编完这本《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时，已是2008年枫叶如丹的季节。这几年，由于文化
遗产热，白庚胜先生每年都要参加大量的有关活动、会议，故而有关他见诸报刊、电视、网络的消息
、报道、介绍、访谈等数以千计，我所接触到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所幸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这要归
功于白庚胜先生勤于积累，也要感谢那些严守信用的传媒人的反馈。选编《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
录》，只是为了记录一个学者与他的同仁们关于祖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感、所思、所言、所行。也仅
仅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才举文不避亲，完成了这件自认为应该做的工作。为了这本书的问世，民
族出版社的社领导禹宾熙、甘玉贵、黄凤显等先生鼎力支持，汉编室龚黔兰博士费心费力最巨。作为
白庚胜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朋友，赵克忠、王利民、荣瑞华、陈胜妍、吴虹英、王纬润、刘
丽、谢桂华、冯丽、种晓燕、杨壑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常年活跃在传媒
领域的新闻工作者，没有他们的宣传、鼓励，白庚胜先生及其战友们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将
比现在更加艰难，所获社会认同与支持、参与力度将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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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

编辑推荐

《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我们民族精神资源中具有大量的智慧符号，白庚胜憧憬着用现代科
技手段盘活它，用市场来包装它，使之化腐朽为神奇，化民族为世界，化古老为崭新、水葆青春的魅
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二期建设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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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遗产的书，这是行家的讲演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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