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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纲  第一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术独立与学科新创    一、从非物质文
化遗产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国际知识背景    三、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二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及其学科定位    一
、如何定义和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问题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
和其他文化遗产及其研究的关系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和各种各样的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三讲  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的学术立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理论张力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境界第二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哲学  第四讲  场有哲学与非物质性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问题的由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指称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哲学追问    四、“非物质”的社会泛化    五、非物质与物质的时代悖论    六、物质与非物质关
系关联度分析及其启示  第五讲  身体哲学与身体遗产    一、身体：“非遗”分类的逻辑起点    二、身
体的遗产与遗产的身体    三、道成肉身：身体人类学与身体哲学    四、身体性导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哲学根性    五、身体的死亡与遗产的救赎  第六讲  空间哲学与文化空间(上)    一、文化空间的概念    
二、文化空间的类型学分析    三、文化空间与其他遗产的关系    四、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    五、文化
空间的核心价值    六、我国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七、文化空间的保护原则  第七讲  空间哲学与文化空
间(下)    一、“空间”辨名    二、在场场所与出场空间    三、空间的哲学与文化空间的认知    四、人类
学空间与时空互置    五、作为“非遗”的文化空间  第八讲  他者哲学与文化自觉     一、费孝通“文化
自觉”理念的内涵    二、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及其他者的意义    三、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及其文化
自觉  第九讲  哲学人类学与核心价值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
有重要作甩    二、人类学的“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术关联    三、核心价值：从自
在文化走向自觉文化    四、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文化创造第三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
 第十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美学立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
学范畴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境界  第十一讲  民间美术的本真与分类     一、遗产分类是世界性
学术难题    二、民间美术的分类研究  第十二讲  中国木版年画价值再确认     一、木版年画旧价值观及
其批判    二、年画价值的深度破败与年画生存的极度濒危    三、年画价值转变的契机    四、年画价值
观的转变与重建    五、年画价值的时空展延  第十三讲  中国四大节日的文化美学    一、话说春节    二、
话说清明节    三、话说端午节    四、话说中秋节第四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方法论  第十四讲  论科学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诗意的栖居    三
、首要任务是“整理国故”  第十五讲  记录：从研究到保护    一、记录的意义    二、记录的学术史    三
、学术性的记录原则与发展    四、中国的记录与田野经验    五、保护性记录的兴起    六、保护性记录
的原则  第十六讲  研究方向和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    一、学院的学术优势和发展建议    二、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编写的想法和建议    三、提问及交流部分    四、冯骥才的总结  第十七讲  博
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及学术方法    一、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世界    二、条件具备，数十年间可出大师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如何成为可能    四、我们正面对无穷的学术生长点  第十八讲  我的田野经历    
一、我与田野的渊源    二、田野的广阔性第五编  学术示范选例  第十九讲  回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中国
问题  第二十讲  从身体人类学走向身体美学和身体哲学  第二十一讲  若干文化遗产社会热点的观察    
一、为文化争名未必都应受批评    二、嘴巴不保护申遗又何用    ——不支持“中国烹饪”申遗的若干
理由    三、弘扬长征精神非要借助申遗吗?    四、坚守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高贵    ——论后申遗时代的
中国书法发展路径    五、略议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问题    ——以湖南武冈丝弦为例    六
、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中国书画修养手册》读后感附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讲  义(写作提纲)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生推荐读书目录、范围与
方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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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云驹专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里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术
框架，呈现的是我在冯先生的启示下，在天津大学与冯先生的学生们一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建构
中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之缩影，是我作为一名学者为冯骥才先生的博士教育工作做的一些辅助性工作。
书中若干章节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间文化论坛》《文化遗产》《广西师范学院学报》《河
南教育学院学报》《文化学刊》《文艺报》等公开发表，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被分别收
入多种大学、科研单位或著名学者主编的专集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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