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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歌艺术传承研究》将侗歌艺术摆在现代语境下进行深入讨论，力求突破同类著作惯用的田野
调查加当下评论模式，采用从后现代视野透视前现代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理论视角，表达了这样的理论
观念：侗歌艺术在传承过程中的&ldquo;既非单向否定&lsquo;祛魅&rsquo;与&lsquo;复魅&rsquo;，又非
偏重&lsquo;原生&rsquo;与&lsquo;交流&rsquo;&rdquo; 的辩证关系。
这一学术&ldquo;立场和姿态，使得所探究出的规律性认识跳出单纯侗族文化研究的领域，呈现出某种
普泛的范式意义。
&rdquo;这是一部具有独到见解和前沿性理论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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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玛神的&ldquo;元信息&rdquo;解读　  代自序绪言第一章侗歌艺术的传统样式及其传承模式第一节侗
歌艺术历史分期&ldquo;背离&rdquo;模式说一、原始文化时期：作为生产活动的产物二、古代文化时
期：作为观念形态的产物三、泛历史文化时期：作为审美对象的产物第二节传统表演方式、种类及格
局划分一、耶的分类二、嘎的分类三、款的分类四、侗歌种类及其分布格局第三节民问&ldquo;诗
史&rdquo;与&ldquo;诗论&rdquo;一、歌师二、《歌师传》三、歌论第四节场域的核心性要素、标定性
表演与动态性环节一、场域的核心性要素：侗歌艺术的&ldquo;创造者与承担者&rdquo;二、场域的能
动性要素：标定表演和程式化创作三、场域的动态性环节：师徒、家庭、社会传承第二章转型期侗歌
艺术传承场域衍化模式描述第一节  口头传承模式与族群社区的表演结构法则一、与族群社区民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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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内涵、外延的变化三、歌师的生存状态、价值归位与精神皈依（Conversion）第四章转型期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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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第三节案例描述与意义系统整合的可能一、人文暖流的释放：两场&ldquo;哆耶&rdquo;两种效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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