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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安女，女，白族，1977年生，石南鹤庆人。
2000年获得西南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得西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获得四川大学文学博
士学位。
现为云南大理学院文学院讲师，大理州白族学会、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
、白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2年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文化阐释》，负责教育部重大基地项目中国俗
文化研究所《中国西南佛教文献研究》子项目《剑川石窟文献研究》。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日2项，参与撰写教材2部，在《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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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二、生命感伤之“立德”不朽第六章  白族古代碑刻的体式与语言  第一节  文体丛生    一、白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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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安女编著的《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涉及碑刻中表现的民间文化、信仰、美学意味、政
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在书中形成内在联系，作者颇费心思。
由于全书涉及到几大块各自独立的内容，其“散点式”的结构，显得内在逻辑不是十分紧密。
而六章的关系，在文化视野的统摄下，总体能见出其内在理路，即归结到白族古代碑刻的文学价值与
文化意味。
苦心经营，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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