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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跋之传统，源远流长。
　　古书的编著者在成书之后，往往要写一段说明性文字，置于书之前或书之后，称为序。
序者，叙也。
序有两类：一类对他人的作品作序，介绍评论作家作品，以及阐述自己的主张等；一类为自己的作品
写序，陈述写作之经历与用心，作品的谋篇布局等。
总之，正文所没有而又很有意思或很需要说明的一些内容，往往通过序说出来。
后来又把放在作品首端的称"序"，放在作品末尾的称"跋"。
现代更演变出前言、后记一类的文体，其实功用都大体相近。
　　对于一部书来说，序、跋（前言、后记）有时提纲挈领，可窥全书之价值；有时交代背景，可知
作者之意图；有时叙写甘苦，可启生活之感悟。
好的序跋，常常就是一篇好的文章，可读，耐读，比之洋洋数十万字的书来说，别有一番读的趣味。
　　2008年是我们云南大学出版社建社20周年。
20年来，我们社大大小小共出版了2500多种图书。
这2500多种图书，放在一起足够装若干车。
古语用"学富五车"来形容知识之渊博，以"五车"为标准，我们已大大超过这个数了，足见今天是一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
要全面地展示这些书，显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但是，展示其中的精华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如何展示？
经过大家讨论，觉得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序、跋（包括前言、后记）结集成册不失为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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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跋之传统，源远流长。
　　古书的编著者在成书之后，往往要写一段说明性文字，置于书之前或书之后，称为序。
序者，叙也。
序有两类：一类对他人的作品作序，介绍评论作家作品，以及阐述自己的主张等；一类为自己的作品
写序，陈述写作之经历与用心，作品的谋篇布局等。
总之，正文所没有而又很有意思或很需要说明的一些内容，往往通过序说出来。
后来又把放在作品首端的称“序”，放在作品末尾的称“跋”。
现代更演变出前言、后记一类的文体，其实功用都大体相近。
　　对于一部书来说，序、跋（前言、后记）有时提纲挈领，可窥全书之价值；有时交代背景，可知
作者之意图；有时叙写甘苦，可启生活之感悟。
好的序跋，常常就是一篇好的文章，可读，耐读，比之洋洋数十万字的书来说，别有一番读的趣味。
　　2008年是我们云南大学出版社建社20周年。
20年来，我们社大大小小共出版了2500多种图书。
这2500多种图书，放在一起足够装若干车。
古语用“学富五车”来形容知识之渊博，以“五车”为标准，我们已大大超过这个数了，足见今天是
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要全面地展示这些书，显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但是，展示其中的精华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如何展示?经过大家讨论，觉得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序、跋（包括前言、后记）结集成册不失为一种方
式。
　　本书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对屈原思想的研究；二是探讨楚辞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
术形式；三是“二招”（《招魂》、《大招》）专题研究；四是论述唐以前楚辞研究史；五是楚辞的
“影响”研究。
当然，上述内容的研究，范围很广，只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即便如此，也并非说本书
已经达到预定目标，今后还有许多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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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楚骚：华夏文明之光》前言《语言文化论》后记《艺术的起源》（代序）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
课题《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序《文化语言学发凡》自序《刘文典全集》跋《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
叙事研究》后记《守望精神家园：人文科学论纲》（代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人文科学的期待《
张文勋文集》前言《中国文明透析》小序《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序《戏剧本质新论》后记《赵仲牧
文集》前言《思辨的想象》前言《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序《自由与秩序的困惑》序《找
回大学精神》（第三版）自序：“有而不在”的大学精神《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后记《对话诗学》
序《枫林杂思》自序：写给谁看《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1862—1922）》序《中国近世白话短篇
小说叙事发展研究》序《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序《东陆文化丛书》总序《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
》序《阐释与重构》序《爨文化论》序《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作者自述《云南民族住屋文化》后记
《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序）民族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前言《人
类学与西南民族》前言：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后
记《道教与云南文化》序（一）《藏客》后记《云南民族戏剧论》序《云南民族音乐论》后记《民族
政治研究丛书》总序《从云南到阿萨姆》后记《民族学通报（第一辑）》发刊词（前言）《礼物与商
品》自序《影视人类学原理》（中译本）再版序言《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总序：串起世纪民族
文化之链《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序言《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再版后记《游客管理：世界文化
遗产管理案例分析》前言《云大早期的历史文化》前言《彝族俐侎人民俗》后记《中国民族村寨调查
丛书》总序《云南民族民间戏剧概论》跋一：感谢机缘《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序《休闲研究引论
》前言《云南民族舞蹈史》后记《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代前言：从三个术语的辨析看中国民族学的
发展方向《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后记《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前言《外国经济思想通史》序《滇
云历年传》校点前言《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弁言《考古与古代史》自序《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前
言《中国城市土地经济分析》序《走向21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前言《贝币研究》序《当代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与实践》前言《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后记《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云南
抗日战争史》（增订本）前言《云南工业史》序言《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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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的起源》（代序）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　　“艺术的起源”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沦题
，“探本求源”原是人的理性的一种习性，我也时常想这个问题，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没有专门下
功夫去研究；章建刚、杨志明做了大量的研究，写成这本书，它给我的印象很是丰满，材料很多，也
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看得出来，这本书的作者很强调对“艺术起源”问题不仅要从实际历史、考古材料上入手，而且
还要有哲学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这一点，我是很赞成的。
　　“艺术”的“起源”，不像“恐龙”的起源。
世界上何时有了“恐龙”，何时又灭绝了，是可以弄清的；可是“艺术”的“起源”就不太容易弄清
。
倒不仅仅是凶为“艺术”这个指称不像“恐龙”那样明确，好下定义，而且还在于“恐龙”仅为一物
（物种）而“艺术”则带有“精神性”。
 “精神”不同于“物（质）”，“精神”“在”哪儿？
世上实在找不出“精神”来，所以有的哲学家说，“精神”“不存在”，“精神”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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