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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蕴藏量和内容都非常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
也曾经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描述，但大多或只言片语，语焉不详，或搜奇猎异，视之为不经
之物。
这种状况，从20世纪开始，才有了改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是从20世纪
初期才开始的。
20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而逐渐成长起来，一方面
是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和入侵，使中国各民族人民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亡境地，激发了中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促使很多学者反身来思考和研究中
国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学术的传人，直接推动了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产生和发展，西方
的文化人类学、美学和艺术学的许多理论、方法和实践，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对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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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历史演变，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在复杂的
社会文化思潮中，通过梳理1900-1949年间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廓清其发展脉络
，总结其成就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
　　本书首次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历史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呈现出一个较为
完整的分析框架，能够为今日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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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史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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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作为本项研究的对象，其内容涵盖是相当丰富的，从学术队伍
方面来看，本项研究以中国学者包括港台的部分学者的研究为主，也兼带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少数
民族艺术的学术成果；从时间范围上来看，主要指20世纪上半叶的这段历史，即从1900年开始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20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的历史中，学界对民族艺术的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薄弱，到逐渐发展、壮大
，其间还经历了一些转折，这个历史的演变是本课题应该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在这五十年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历史的沉浮
中凸现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的研究。
即把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置于整个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背景下，通过对各
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考察，来揭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自身形成与发展的
基本趋势及特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展的，艺术运动、艺术风格和
艺术思潮都与具体的社会条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在特定年代的特定条件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变构成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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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修改，终于杀青。
5年学习的成果终于要面世了，心中难免感慨万千，我的选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
》，使我能够专注地研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方知自己的才学浅陋，也深深体会到做学术史研究的艰辛
。
我要感谢许多老师和朋友在我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我的点滴进步都与他们的鼓励、关心和帮助
分不开。
我的导师段炳昌教授在我开始撰写论文时就对论文的选题、写作到修改的整个过程悉心指导，在成书
过程中又提出中肯的意见，在百忙中还为本书写了序言。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何明教授、施惟达教授、黄泽教授、杨福泉研究员等的慷慨支持和帮助，
他们毫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他们多年的研究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对论文的写作思路与方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究所的毅松研究员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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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1900-1949)》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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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