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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社会”的宏观历史发展为主线，以“小地方”的“社区史”为叙述框架，在“国家一社会
”关系视野中具体展现湖村的撒尼文化建构历程。
其中，除了重点关注湖村的民间信仰及其象征仪式的形成、发展、建构以外，本书还将根据湖村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村寨文化建构特点，有选择地对其口头叙事、人生仪礼、民间艺术等进行相应的梳理和
分析，探究其在特定村寨场域中的结构性功能，以及各种力量在其建构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及作用，力
图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湖村的“作为符号的民族文化事象”和“作为过程的民族文化生活”的现代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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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青，1977年8月生，湖南湘潭人。
200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4项。
现已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等学术专著3部，在《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
、《思想战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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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世界
宏观秩序的关键概念，高频率地出现在东西方学术界的视野中，并迅速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
域的重要课题。
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它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但对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密切关系，以及
它们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学界则普遍予以认同。
　　“现代性的确立与全球化的进程，在形式上都可以看做一种局部不断卷入整体的过程”。
当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其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也因此被打破。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外来异质文化的不断介入和渗透，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民族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
影响和冲击，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强烈地凸显出来。
　　对于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无法抗拒
的现代化力量冲击下，正在发生着急剧变迁，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正大量流失
，甚至濒临断代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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