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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
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
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
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
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
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
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
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
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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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死亡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成果，尤其通过对以民间歌谣表
达死亡观的云南少数民族死亡观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总体上在人类学视野中以民族求生存的口头艺术为线索，对贯穿其中的云南各少数民族死亡观
的起源和初期形态进行了简要描述、分析和概括。
第三章是对原始宗教吸纳人为宗教的佛教、基督教，以及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重组所体现的死
亡观进行描述，呈现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民族死亡观的特点。
第四章以爱情为主题，以表现种族繁衍派生的爱情主题歌谣为对象，在展示爱情冲突中寻求对生命的
理解与对死亡的看法，从而认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面对生死选择时，或执著于生、或放弃生的
深层心理。
第五章探讨信仰人为宗教伊斯兰教的云南回族的死亡观。
第六章是结语，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对云南各民族民间歌谣中体现的生死观进行总结归纳，并
指出正是不同的生死观构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而且不同民族的生死观呈现出不同的地
方文化色彩，因此，那些世代传唱的歌谣成了各民族文化生活中永恒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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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艳萍，副教授，现任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湖畔诗社社员、云南省女高级知识分子协会会员。
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博士。
 
    在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文艺作品十多万字：参与编写、译的国家“八五”重点书目《世界诗库》获
第九届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奖。
中篇纪实文学《挥不去的周末》发表于浙江文学双月刊《江南》，获得台湾董氏基金奖，在文学界具
有一定影响力。
已经发表《守望生命守望爱——基诺族巴什悲情与巴什情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拉祜族殉情现象
研究》、《永恒的歌唱——从民间艺术视角解读云南藏族生死观》、《云南少数民族死亡观的起源》
等十一篇学术论文，分别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学术论坛》等学术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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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民族文化精神与殉情拉祜族先民是从青海、甘肃地区南迁的一支羌人族系，拉祜族先民们越过
横断山脉，跋涉于四川西南部山河纵横地带。
唐代，拉祜族曾作为单一族体见诸古代文献；宋代，拉祜族聚居于洱海南部的巍山、弥渡之间；宋末
，拉祜族分两路迁至临沧和景东以南一带；明清时期，拉祜族又局部迁徙，最后定居于现在的分布地
区，即云南省澜沧江两岸及元江沿岸的思茅（今改称“普洱”）、临沧、西双版纳、玉溪、红河等地
州的二十多个县境内，居住环境多为崇山峻岭所包围。
“拉祜族”意为“猎虎的民族”。
在漫长的南迁过程中，拉祜族人居石岩洞穴，以捕猎为生。
清代康熙《楚雄府志》卷一说“倮黑（即拉祜族），居深箐，择丛蔽篁日处结茅而居⋯⋯”雍正《景
东厅志》卷三记载当时的拉祜族“以叶构棚，无定居。
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
漫长的迁徙和原始游猎生活的磨砺，使早期的拉祜人只能淡漠地对待生与死。
清康熙《楚雄府志》卷十记载：“倮黑⋯⋯遇有死者，不殓不葬，停尸而去，另择居焉。
”后来拉祜人以树叶茅草掩埋死者，称为“天葬”。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拉祜族逐步由游猎进入农耕生活后，才渐渐发展起一整套丧葬礼仪，表达他
们对生与死的看法。
一方面，拉祜族的丧葬仪式与其他众多民族一样，也包含了一切为了生者的功利性。
另一方面，这个“猎虎”的民族，在长期迁徙游猎、不断为了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所铸造出来的民族
性格，又凸显出其勇敢强悍、民不畏死的民族精神。
《他郎县志》记载说拉祜族“耕作外，男烧炭，女织草排，豆鬻于市，剥蕉心煮食，亦负薪市易⋯⋯
罕事耕作，以捕猎为生。
⋯⋯遇有仇隙者，以悍勇为能”。
以上记载既说明拉祜族的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同时也强调了该民族勇敢强悍的民族精神。
自清代以来，由于受到土司头人等各种势力的剥削压迫，拉祜族人多次举行过规模不等的正义斗争，
攻打府署，驱逐土司，动摇了清政府对云南边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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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恒的歌唱:云南民族民间歌谣与民族死亡观研究》是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恒的歌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