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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人类学论文集得以出版，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艺术人类学
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以往的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研究，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让大家交流，也
没有出版过有如此众多学者参与的论文集。
这一论文集的出版得益于在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而
这本论文集则是这一研讨会的学术成果。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十年以前这一研究领域还很少为人知道，但在今天，不仅许多高校
开设了这门课程，招收这一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
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在影响着许多相关的人类学和艺术学的学科。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因此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不仅有来自各不同艺术
专业的学者，还有来自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
论坛除大会发言外，还按专业分成综合理论、音乐表演、造型艺术、戏曲和服饰五个组进行了分组讨
论，因此，跨学科的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成为了本论文集的一个特点。
　　本书是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专家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
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
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扎实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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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优势，
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
声像行为，以及上海城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域中的音乐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在与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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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序言　理论范式·建构 　 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沿革与本
土价值  　艺术与政治——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族艺术运动    　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的艺术  　艺
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换  　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关于视觉人类学和艺术人类
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  　艺术发生学：艺术人类学研究之个案  　艺术人类学如何可能——论当代艺
术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兼
谈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思维范式及其转型——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理基础的研讨  　艺术田野
中“人”的凸显　戏曲形态·功能 　 戏曲与民俗文化论  　戏曲人类学探寻——马来西亚槟城中元节
普度戏田野调查  　小章竹马：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  　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  　戏剧和
性别：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  　“格萨尔”马背藏戏：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呼图克沁”：
世俗化的人类学田野考察  　论人类学艺术解读的整体观——以麦西莱甫个案研究为例  　合阳跳戏—
—宋金杂剧的遗响    　论原始模拟的食物想象及其表演形态  　毛南族舞蹈生态考察报告  　萨满舞蹈
的艺术人类学解析　手工技艺·造物 　 合作化运动中手工技术权利的转移问题  　中国手工业中技术
的位置  　移动与收放——中国纸伞的结构设计研究  　山东平原地区犁的构造与使用    　历久弥新—
—香云纱产品现状考察  　鄂伦春妇女的桦树皮剪纸与花样本子  　天人合一的景德镇传统陶瓷生产聚
落 　 田野调查与中国陶瓷史研究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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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　　理论范式·建构　　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　　我虽然说是一辈子搞人类
学的，但是艺术人类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科目，加之来之前有很多琐事，准备得很不够。
所以我今天在诸位专家之前就有些班门弄斧了。
我今天只能简单的、一般性的、意见性的说一说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奠基人。
我想我们人类学走的路子，不但是中国大陆，应该是海峡两岸，都还是追随费先生的步伐。
费先生晚年用“从实求知”这四个字来总结他的老师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和他自己毕生寻求
有关人的文化的科学知识的足迹。
所谓“实”，就是实际。
他自己说，这个所谓的“实”就是他后来从事的“行行重行行”的工作。
这种工作就是Malinowski所说的“fieldwork”，用我们的中文说就叫做“田野工作”。
“从实求知”就是不断地、全面地、深入田野工作中求取人类学的知识。
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其所用的方法也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艺术人类学是以研究艺术作为其对象的，艺术的普遍特征是美，那么我们在求知之上，还有求美
。
所以我就模仿费先生的“从实求知”，改动一个字，把论文题目定为“从实求美”，副题是艺术人类
学的田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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