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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基于作者对一项村落民俗——商河鼓
子秧歌的田野调查，还原展示乡土村落民俗艺术的本土表述方式和民俗仪式展演的隐喻意义和逻辑意
义，梳理了乡土经验遭遇外来知识的历程，观察到民俗艺术在20世纪后20年的多元复兴但很快随着城
市化、市场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而日趋边缘化的现状，呈现了在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下，不同利益群
体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并通过个案说明了传统文化主体的虚空化，质疑了当前一些文化保护措施的有
效性，探讨了实现多元文化互主性对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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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摘要
导论——一项民俗艺术的被表述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界定及相关研究状况介绍
一、研究对象界定及基本情况介绍
二、民俗学和文艺学领域对民俗艺术的相关研究
第二节 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与方法探讨
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向以及历史解读
二、汉人社区研究模式的转移
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四、仪式研究与权力展演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结构
一、表述危机与文本分析
二、本研究中的文本分析
二、本书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 乡土艺术的自我表述——迎春祭祀的民俗
第一节 村落里的时间和空间
一、村落里的时空
二、周边村落里的民俗艺术氛围
第二节 展演与乡村秩序——以兴隆镇村为例
一、我的田野点——兴隆镇村
二、温暖的回忆——村里的“闹玩”
三、角色分配、权力展演与文化教化
四、敬神祭祖仪式及社会秩序的整合
第三节 明清县志中民俗的书面表述
一、神话传说和有关神的世界
二、地方风俗和时令
第二章 乡村经验遭遇外来知识
第一节 文化认同危机与“陋俗”
一、民俗的新表述——地方“陋俗”及话语背景
二、日本鬼子来了和有关“闹玩”的另类记忆
第二节 群众动员与秧歌高潮
一、胜利的春天
二、小镇上的第一个文化站
三、区政府组织的群众文艺汇演
第三节 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
一、难忘挨饿那几年
二、“闹玩”活动的短暂恢复——自然灾害后的调整
三、向传统决裂——“破四旧”
四、把祖坟掘了——“整坟造田”
五、村落关系的彻底恶化——批斗会
六、村里的文艺表演——为政治服务
⋯⋯
第三章 传统的复兴及回应性的表述
第四章 民间艺术与传统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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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虚空的家园与本土新经验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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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点鼓煞场：随后稍作休息后，再次起鼓跑场，场场与前面仍有不同；最后的跑
阵图是，四位“头伞”领队，分四列纵队前行，层层推进，这种跑阵图叫“上天街”。
整个跑场鼓声震天，尽显威风，这是高潮，此时由“头伞”来“点鼓煞场”，整个演出嘎然而止。
（6）出场：最后依然主家为客人抬起牛皮大鼓，全村人夹道欢送队伍出场。
“闹玩”的队伍依然是“打行程”出村，但此时的打击力度已远远小于进村时候的感觉，听起来，透
露着打仗归来时喜悦和放松。
（四）演出禁忌及特别演出村里“闹玩”活动期间，有几个日子是不能外出“串村”表演的。
按当地的风俗，正月十三那天是“杨公忌”，传说是这一天出村走亲戚办事会不吉利，还会给对方带
去晦气。
所以在这一天再重要的事也得停办，免得招人讨厌。
每家的老人都会叮嘱自家的孩子：“咱懂礼数的人可不能做这‘二五眼’的事！
”。
这一天，村里老老少少的全都老老实实呆在村子里，“闹玩”的队伍就在自己村里跑，只跑给自己村
的老少爷们看。
不外出的“串村”表演的日子还有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数得着的重大节日。
凡遇重大节日，全家人要在自己家里过才合适，特别是儿媳妇必须在婆家过。
所以，这天村里“闹玩”的队伍也不外出串村表演，就在自己村落里闹，白天闹，晚上也闹。
晚上大家点上灯笼跑场子，玩转花灯和倒骑驴什么的，打打闹闹的，全是自己村的人，图的就是那个
热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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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一例田野调查的个案——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过程及当代表现。
讨论了一个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重大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表述。
具体地说，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表述，以及科学文化对生活文化的表述。
选题极富创新性，田野资料丰富，逻辑条理，论证有力，是篇较为优秀的博士论文。
　　——吕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作者以文化再现和表述
理论为视角，对一种民间娱乐进行了反思性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对商河鼓子秧歌近代以来的“被表
述”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还原与批判性反思，揭示了。
“民间娱乐”背后的文化政治。
她通过对“事件—程序"进行的“文化分析”，展现了文化反思与文化批评的深度，彰显了人类学的当
代价值。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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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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