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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适用于高校艺术教学的教材。
作者善于利用自身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对一个个艺术民俗个案进行了出色的解析，鞭辟入里，辞采
并茂，很具有可读性，非常有利于教学之用，这在今天许多高校艺术教材理胜其情、大而无当的总体
状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发扬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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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艺术民俗学的确立艺术民俗学是从民俗学角度展开的对于艺术活动的阐释，并探索艺术活动
与民俗整体之间内在关联的学科。
“艺术民俗”概念的提出，意在提倡从生活一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解读艺术。
民俗学展开艺术研究的基点在于，艺术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仪式、信仰、宗教、习俗
等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整体。
20世纪前半期民间艺术的被发现及大放光彩，与现代民族国家在危难之际动员与吸纳全体民众力量的
需要有关。
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家强力推进乡土社会的革命式转换与现代性变迁的背景下，国家政治意识形
态高调登场，将文化当作政治工具，民间艺术研究曾经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眼光向下、贴近民众主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民间艺术研究的大势所趋，而作为这一学术转向
的首要标志，就是民间文化整体语境观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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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民俗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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