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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东北大鼓·人》

内容概要

童丽娜、马卫星编著的《南音·东北大鼓·人》包括三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分别对南音与东北大
鼓及其相关的人进行比较性的叙述及分析；第二部分分别对南音与东北大鼓的传承人状况进行对比叙
述与分析；第三部分是论证与结论。《南音·东北大鼓·人》通过大量的文字对南音与东北大鼓进行
对比性介绍，透过对两种音乐文化生存与发展状况相关的人物介绍与诠释，探讨并分析了传统文化保
护的重心与关键，试图说明人在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音乐保护的策略。
    希望《南音·东北大鼓·人》能唤起更多的人站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存优秀的精神食粮与中华文
化延续的高度，以创建未来和谐社会的宏观纬度，思考自己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意义与努
力的方向，并切实实行之。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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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东北大鼓·人》

编辑推荐

童丽娜、马卫星编著的《南音·东北大鼓·人》采用了一种新视角，构思独特、布局巧妙，从结构上
通篇采用比较，通过大量的文字对南音与东北大鼓进行了对比性介绍。同时，透过对两种音乐文化生
存与发展状况相关的人的介绍与诠释，探讨并分析了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重心与关键。运用多角度的
对比与大量的实证材料充分说明人在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娃娃”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音乐保护的策略，并对其进行论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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