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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
西北民族研究所（此之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
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
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
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
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
，要在全国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
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
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
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
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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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分为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民间小戏与
乡土社会民众的互动状况研究、青海土族节庆习俗中的生存理念研究等章。
中国特有的龙文化派生出了许多与龙相关的民俗文化内容。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化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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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龙灯艺术的考察　　导
言　　一、研究缘起　　中国特有的龙文化派生出了许多与龙相关的民俗文化内容，舞龙就是其中之
一。
一般认为，龙舞是汉族的传统民间舞蹈，它与汉民族的重要节日——元宵节密切相关。
我国南方的一些民族如布依、侗等民族也有特定节日下的、拥有自身特色的舞龙表演。
舞龙习俗也因地方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彩的特点。
又因其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年节文化，更渲染了许多喜庆祥和的色彩，是节日中不可或缺的文体活动。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土城子镇，因其独具地方特色的舞龙表演于2002年12月被内蒙古自治
区文化厅评为“民间社火艺术之乡”。
土城子镇的龙舞百余年前由河北、山东一带传人，历经百年传承不衰，是当地民众情之所系的民间艺
术形式，在生产生活上对当地民众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舞龙表演，其道具的制作者和耍龙的把式是以回族人为主的。
文化的流动，给这座塞外小镇打上了更深的民间文化的烙印。
同时，也让古已有之的司水之神——龙，在这一方水土上扎下根来。
回汉两族在这座小镇上共同生活，传承百年的龙舞艺术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特定环境之
下的乡土文化氛围，而舞龙则成为两个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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