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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在历时态上固然要遵循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共时态上还会受到其他民族
文化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结构、特性和运作机制，要应对文化转型过
程中的各种挑战，就需要进行民族文化自身内在结构上的调适。
本书(作者樊华)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作为过程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作为符号的少数民族艺术发展状况的
具体解析，在全球化、现代化之动态、开放的语境中，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理论分析和价值评估
，找寻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作些有益的探
索。

在文化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少数民族以艺术为内核的审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通常以符号的方式在艺术中积淀下来，并且艺术创造更注重强化文化的特性、整
合文化的各种要素。
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上的趋同性趋势日益明显，面对西方文
化霸权的侵袭，无论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还是对国家内部各民族来说，保护民族文化传统，保有民
族精神文化上的特性越来越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艺术作为文化最重的要表征，在传承文化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用。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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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众文化正是应现代人试图从个体现世的感性生命中寻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到而生，竭力迎合都
市人的感性愉悦需求。
大众传媒生产出大量文化（符号）商品，并借助广告和媒介的推波助澜，制造流行与时尚，刺激和引
导消费。
作为大众欲望的生产机器，传媒借助图像、声音等模仿出经过拼贴的逼真的“现实”，亲临“现实”
的大众通过“影像世界”来认识生活，这样制造出的影像空间割裂了和实际生活的真正联系，也消解
了符号经由历史积淀所蕴含的意味。
视觉取代语言成为文化的表述方式，一切都走向表面，人们置身于高科技营造的虚拟的“仿像”空间
。
这似乎意味着，大众试图安放生存意义的感性生活也成了一堆能指的碎片。
　　正因如此，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将“自然的复魅”作为重要的应对策略。
当然，这也并不是回到中世纪，“它并不简单意味着⋯⋯依靠伟大的一神教统治，依靠信奉高居于天
国而执掌着尘世事务的集权的、等级制的、父权制的神，来维持世界的一致性和宗教对世界的约束力
。
后现代的精神曙光将从一条完全不同的地平线升起，精神能量弥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宇宙中。
”①所以“自然的复魅”与“回到自然”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是着眼人类未来的发展，运用生态智慧阐
释宗教内涵，使人类保有对大自然、对生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敬畏之心，恢复对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
的认识，为俗世的生活重新找到精神的依托。
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还指出艺术在“自然的复魅”中具有重要的功用，真正的后现代艺术将回归生活，
承担起展现生活的神奇魅力、表现美、探寻真理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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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以沧源佤族艺术为中心的研究》以云南沧源佤族文化艺术的变迁、发展为
例，以文化转型、文化现代性、现代重组等核心概念为支点，剖析在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民族传统
文化与现代化的遭遇并由此产生的不同分化，如依附性表达、表演化编排、民间传统嬗变等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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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