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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学古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学。
我只是喜欢它的声音。
怡园的花开得多么红啊，叶子也绿得安静。
叶老师弹琴，裴老师吹箫，我唱《阳关》、《凤求凰》、《风入松》、《思贤操》。
回想起那段时光，真是幸福。
我抱着琴，跟着老师。
指甲磨了老茧。
和朴素的老人一起喝茶。
我还没有学会使用华美的学术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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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咏，女，1972年生。
社会学博士。
现任教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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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种是强调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性互动，关注民间社会的能动性。
高丙中通过对“龙牌会”和北京花会的分析，提出“国家在社会中”的命题。
①他的研究通过对仪式、象征符号的讨论，透视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
他认为，一方面，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成为民间仪式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民
间社会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与之互动融合，或将国家作为发展的资源。
国家和地方传统、政府和民众间的新型关系是相互承认、互融乃至共谋。
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文中也将象征仪式作为探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途径，文章展示了
作为权力实践的国家仪式在一个村落社区生活世界中的运作、变迁，分析了蕴于其间的国家和社会的
关系。
作者论断，在民间层面，仪式是生存技术，然而在国家层面，仪式则与权力技术高度勾连。
该论文从仪式的微观角度，展现了权力技术取代了生存技术，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嵌入民众的生活世
界中。
　　景军在《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一文中通过对两座孔庙重建的考察，从象征资本的角度考虑了
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
属于两个代际的大川人和小川人均认同自己为圣裔。
具有礼仪知识、文字技能的大川人精通古典知识体系和宗族组织的仪式，他们的权威就建立在这种历
史性象征资本的优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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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古琴艺术场域中，国家、地方与民间艺术界之间没有尖锐的对立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强弱相长
的博弈、互动甚至有时是交换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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