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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生文化与青藏民间戏曲研究》通过青藏高原“原生态文化“的个案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重视实
证研究的理论和原则，从民族的活态文化中发现民族艺术传承与变异规律。
在民俗生态和文化空间研究基础上，研究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民间戏曲艺术所蕴含的原型特征和文化特
质研究，为少数民族戏曲文化的深入探索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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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藏族）王志强  王志强，藏族，1968年生，青海乐都县人，曾用名：索南才让。
199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青海语言与民俗研究
所所长，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青藏高原民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和参与“原生文化与青藏民间戏曲研究”、“青藏民族走廊文化图谱与族群互动话语平台研究”
、“青藏历史移民与民俗文化变迁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出版专著《移民视野下的河湟戏曲文化》，合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发表《西王母神话与青海环
湖民俗》、《青海少数民族寺院傩与戏剧的原型思考》、《青海河湟乡人傩与戏剧的原型思考》、《
原生文化方式与面具艺术的原型》、《萨迦班智达对藏族戏曲理论的贡献》等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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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代序） 第一章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与特点 第一节青藏高原自然生态 第二节青藏高原
文化生态 第二章青藏民间戏曲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艺术创造初期的原始乐舞 第二节丝路兴盛时期
的羌乐西音 第三节神佛互渗时期的宗教乐舞 第四节文化共适时期的高原世俗化乐舞 第五节文化同构
时期的高原民间乐舞 第三章原生文化方式下的青藏民间戏曲主题 第一节原生文化方式与戏曲艺术概
述 第二节羌藏族群信仰与宗教祭仪中的戏曲艺术主题 第三节鲜卑胡系移民族群萨满祭仪中的戏曲艺
术主题 第四节中原农耕移民族群节日庆典中的戏曲艺术主题 第四章青藏民间戏曲艺术基本形态 第一
节高原古风神韵 第二节宗教的诱惑 第三节世俗的喜宴 第四节史诗的吟唱 第五节民俗的欢歌 第六节生
活的情思 第七节高原戏曲艺术的结晶——藏戏 第五章青藏民间戏曲结构艺术原型 第一节神话与仪式
：原始祭仪中的戏曲结构原型 第二节宗教与仪典：信仰祭坛中的戏曲结构原型 第三节世俗与节庆：
生命仪式中的戏曲结构原型 第四节民俗与文化：人生礼仪中的戏曲结构原型 第六章青藏民间戏曲面
具艺术原型 第一节青藏高原造型艺术的源流 第二节青藏面具造型的美学特征 第三节青藏面具造型的
艺术思维 第七章青藏民间戏曲音乐艺术原型 第一节青藏民间戏曲音乐的原型思考 第二节青藏民间戏
曲音乐的结构特征 第三节青藏民间戏曲音乐的审美倾向 第八章青藏民间戏曲的文化人类学思考_ 第一
节从青藏出发：戏曲传统观念的反拨与思考 第二节青藏民间戏曲发生学原理 第三节青藏民间戏曲发
展规律的基本总结 第九章青藏民间戏曲的观念认识及文化保护 第一节历时视阈中的青藏民间戏曲观
念认识 第二节文化视阈中的青藏民间戏曲保护工程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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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节 中原农耕移民族群节日庆典中的戏曲艺术主题 作为一个移民群体，汉族涉足青藏高
原并定居于此，基本上是汉代以后的事。
汉初，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拥有控弦之士30万，臣服诸羌，河湟羌中地几乎全为匈奴所控，匈奴与羌
人遥相呼应，窥视关陇，高原东部的羌人故地一时成为匈奴进攻汉朝的重要补给源。
为解除匈奴人威胁，割断匈奴与羌人联系，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开始了“征伐四夷
，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
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经过几年的汉匈战争，河西走廊和青海河湟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中
。
国家经济实力增强，财力雄厚，加上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新的疆土大量开拓，客观上使移民空间上的
条件已具备。
于是，中国西部以屯田实边为主的大规模汉族移民，自然便在这个大的历史环境下波澜壮阔地开始了
。
 自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移民、屯田、实边作为开拓与巩固西陲的重要国策。
汉族在中国西部边疆大规模屯田活动，不仅使用期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得到了开发，巩固了地方建制
，而且也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了高原。
在长期的屯田戍边中，一批又一批的内地汉人留居下来，并在与土著的结合中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形
成了青藏高原新的土著居民。
 自古以来，高原东部河谷地区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地理位置上成为高原牧业区与北方草原、中原旱
作农业区与西南稻作农业区的接合地带，因而也成为南去北往、东西迁徙的民族文化走廊。
然而，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群雄角逐、政权鼎立、五胡乱中国的混乱战争却高原东部河谷地区人口锐
减，地方空虚，汉族死亡及外逃者不计其数。
 历史发展到明代，退居大漠的蒙古北元政权与明王朝南北对峙约二百年，对明王朝构成严重的军事威
胁。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乃甘肃凉庄之右背，洞州洮岷之前户”，战略位置突显。
为巩固并稳定明王朝的西北边卫，巩固边陲，发展生产，明王朝再次驱动了西部屯田策略，这也为青
藏高原东部地区汉族移人口的自然增长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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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生文化与青藏民间戏曲研究》研究的重点既是文化与艺术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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