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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族民间艺术是草根文化，散存于民间。
水族民间艺术研究，总是在民间艺术调查之后，研究的广度深度总是与调查的广度深度紧密关联。
《贵州水族艺术研究》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就是与几位作者调查的广度与深度有关。
《贵州水族艺术研究》分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三部分，几乎涵盖了水族物质文化艺术、非
物质文化艺术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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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族民间艺术是草根文化，散存于民间。
水族民间艺术研究，总是在民间艺术调查之后，研究的广度深度总是与调查的广度深度紧密关联。
杨俊、蒙锡彭、王思民编著的《贵州水族艺术研究》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就是与几位作者调查的广
度与深度有关。
    《贵州水族艺术研究》分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三部分，几乎涵盖了水族物质文化艺术、
非物质文化艺术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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