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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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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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不仅成为人类的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背景下，文化变迁成为人类
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美国社会学家乌格朋认为，导致文化变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
①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传播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成为文化变迁最主要的动因，对
全球化和本土化张力中的民族文化发展，主要有冲突论、趋同论、融合论等不同的阐释，因此，民族
传统文化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以及如何定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对趋同的焦虑使“传承
”、“保护”成为时代的关键词。
对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代如何发展，有学者认为，在国家认同下，文化融合是其基本形式。
②事实上，少数民族发展表现出普遍的双重性：经济趋同于主流社会，表意文化则用重创、强化、诠
释、建构等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特化特征。
③正因为如此，学界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认识逐渐从单纯的保存向创新转变。
在对“原生态”、“传统”等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转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合理利用与现代化发展
基点的探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考从“能否变”转向“怎样变”。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使社会系统重新“结构化”，即既接纳现代性又
保持民族性的新的“文化整合”。
④在这样的开放性视野中，全球化和地方化双向运动中的地方性文化重构现象就成为当下民族文化研
究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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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对近现代社会的改变、技术的发展导致艺术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改变的探讨中，本雅明和克
兰都在社会语境的关联中从生产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论述，泰勒·考恩则更进一步探讨西方商业社会如
何影响了艺术生产。
他认为，随着生产的日益多样化，艺术的范畴逐渐模糊化，许多活动介于艺术和文化之间，因此“艺
术”和“文化”可用作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它们适用于“使我们感动、扩展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
识的人工制品和表演”。
①于是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促进了当代的文化生产，市场机制对艺术的保护传播提供了支持，高雅
和通俗艺术的区分也受到经济动机的支持。
艺术市场由艺术家、消费者和经纪人或销售商构成，以市场为中介的艺术实践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与
销售商三者之间关系的互动，艺术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构成，这种对话帮助双方决
定自己需要什么，消费者和赞助人是以艺术家的无声合作者的姿态出现的。
②在艺术成为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活动过程中，虽然作者并未明确提出“展演”概念，但对市场支配
下艺术的整体分析论述都暗含了艺术成为展演化存在形式的视角。
此类展演主要强调一种交换性展示，以传播交流视野中向他者敞开为主要特点，尤其指向那些通过中
介机构——如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出版社、画廊等——而呈现“艺术为何”的作品和行为。
③在文化传播交流中，表演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情景呈现，日常生活被放大、仪式化、戏剧化，成为
表演。
④随着文化交流的日渐深入、广泛，存在于地方性文化各种场景中的艺术成为一种面向他者的文化展
演。
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艺术，展演不仅成其为存在和呈现方式，也是其生存的直接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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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由于各种俗事的困扰，论文写作尽管拖了五年时间仍是匆匆搁笔，近一年后再来修改仍是草草而就，
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
但是，它毕竟是我几年的田野经历和思考的结晶，是我学术生涯通过仪式的标识，所以还是带着遗憾
让书稿出版了。
论文的写作是一次痛苦而快乐的学术旅程，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鼓励，对此
，心中一直充满着无限的感激。
感谢导师何明教授对我学术和人生的启迪与帮助。
先生躬行人类学意旨，知行合一，高尚的人格与敏锐的学力并存，无论人生赋予他怎样的角色，先生
总能守住性情中人的那份执著与随缘、责任与宽容、规范与人情、倾情与释然中拿得起放得下的洞察
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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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与舞台的互文:云南沐村旅游展演艺术的个案研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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