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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2015 年总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黄永林 ( 一．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俗学作为

———基于石宝山歌会的田野调查 田素庆 ( 一． 11)…………………………………………………………………………

六祖慧能崇拜的文化建构

———基于广东新兴县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区锦联 ( 一． 19)……………………………………………………
走出瓶颈: 浙江青田石雕的生产性保护经验 陈映婕 ( 一． 30)………………………………………………
美国民俗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本真性”问题 ［美］ 艾伟 ( Bill Ivey) 王文婷译 ( 三． 1)……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safeguarding) 的法律含义 周 超 ( 三． 5)…………………………………
法文“遗产”的词义流变

———从物质到非物质的精神建构 杜莉莉 ( 三． 13)……………………………………………………………
艺人、商人、传承人: 北京珐琅行业能人的知识结构与社会资本 毕传龙 ( 三． 19)………………………
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内涵 陈媛 刘畅 ( 三． 26)……………………………………………………………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风险与路径反思 王明月 ( 三． 32)……………………………………………
基于体感技术的京剧声场的数字化构建和再现 欧剑 王妍 ( 三． 41)………………………………………
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及其启示 郭玉军 司文 ( 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 朱 伟 ( 四． 13)……………………………………………………………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私权利相关的几个问题 李一丁 ( 四． 20)…………………………………………
浅论非遗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榄菊花会”为例 林凤群 ( 四． 110)………………………………………
从乡俗到非遗: 佛山“官窑生菜会”的传承、衍变与再生 谢中元 ( 四． 115)……………………………
诸葛笔考 肖建新 ( 四． 139)……………………………………………………………………………………
“后申遗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 段友文 郑月 ( 五．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与限度研究 孔 军 ( 五．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构建

———以白族“绕三灵”为例 杨熊端 熊仲卿 ( 五． 17)……………………………………………………
武陵山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探讨

———以湖南新宁八峒瑶族“跳鼓坛”为例 蒋海军 ( 五． 25)…………………………………………………
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以平遥王氏中医妇科为例 钱永平 ( 五． 32)………………………………………………………………
“非遗”语境下傩文化的立体化产业与全息技术应用 高薇华 白秋霞 ( 五． 39)…………………………
·专题: 非遗传承与数字化保护·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 宋俊华 ( 二．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记录的利弊与策略 杨 红 ( 二． 9)…………………………………………………
基于网络体感游戏空间技术的京剧传播研究 谢欣 梁国伟 ( 二． 14)………………………………………
民族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现状、需求及对策研究 谢沫华 陈大元 ( 二． 22)…………………………………
·专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主持人: 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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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宋俊华 王明月 ( 六． 1)……………………………
“创意导向生活”

———无形文化资产保护的台湾经验 潘博成 ( 六． 10)…………………………………………………………
民间组织保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

———以广东开平市仓东教育基地及香港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为例 邓正恒 ( 六． 24)………………………
走向市场: “白蛇传”传说的当代景观生产研究 余红艳 ( 六． 124)…………………………………………

戏曲研究

《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标点商兑 康保成 ( 一． 38)……………………………………………………
梁启超与 20 世纪初年中国戏剧变革 马跃敏 ( 一． 42)………………………………………………………
论明杂剧《苏门啸》的版本形态与文本价值 陈志勇 杨波 ( 一． 50)………………………………………
从南派艺术看粤剧的地方性传统 倪彩霞 ( 一． 60)……………………………………………………………
明末清初曲家邹式金、邹兑金兄弟家世考 徐永明 ( 二． 30)…………………………………………………
“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新考 朱 浩 ( 二． 43)…………………………………………………………………
略论元明戏剧中的抢婚与收继婚风俗 杨 波 ( 二． 51)………………………………………………………
论明清戏曲丑脚的发展 张诗洋 ( 二． 57)………………………………………………………………………
“对立面”与“同行者”: 坪内逍遥论梅兰芳 江 棘 ( 二． 63)……………………………………………
梁辰鱼与中晚明曲家交往述略 黎国韬 杨瑾 ( 三． 53)………………………………………………………
清乾隆朝扬州“词曲局”修曲人员考 彭秋溪 ( 三． 62)………………………………………………………
清南府演戏腔调考述 戴 云 ( 三． 69)…………………………………………………………………………
中国江南宗族戏剧的空间与文本 ［韩］ 吴秀卿 ( 四． 26)……………………………………………………
试论西藏藏戏服饰的多元化民族特征 李 宜 ( 四． 38)………………………………………………………
明代无名氏杂剧刍议 罗斯宁 ( 四． 44)…………………………………………………………………………
广东地方戏剧的生存现状与传承保护对策 詹双晖 ( 四． 103)………………………………………………
香港大学所藏粤剧剧本文献概述 周丹杰 李继明 ( 四． 147)…………………………………………………
从《品梅记》看“京都学派”对京剧认识的改变 李莉薇 ( 五． 45)………………………………………
“周代大傩仪官联说”辨

———与黎国韬兄商榷 刘怀堂 ( 五． 56)………………………………………………………………………
《金瓶梅词话》戏剧史料辑考 孙崇涛 ( 六． 89)………………………………………………………………
大英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要 崔蕴华 ( 六． 104)………………………………………………………………

民俗研究

身体与象征: 周代以前中国的“左”“右”尊卑观 崔若男 ( 一． 89)………………………………………
杜诗“乌鬼”之谜的民俗解读 凌 云 ( 一． 98)………………………………………………………………
论日本七夕传说的祭文形态 毕雪飞 ( 一． 105)………………………………………………………………
民间知识视野下的环境问题

———以湖泊渔民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为中心 陈爱国 ( 一． 112)……………………………………
湖南官话的形成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 吕俭平 ( 一． 120)…………………………………………
潮州青龙 ( 安济) 庙的信仰渊源及其变迁 吴榕青 ( 二． 84)…………………………………………………
走进日常生活的妙峰山香会组织研究

———基于北京 32 档香会调查的再考察 苗大雷 ( 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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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叙事视角下莱芜南部地区安期生信仰研究 程 鹏 ( 二． 103)…………………………………………
试论辽代真容偶像葬俗 高晶晶 ( 二． 112)……………………………………………………………………
“说”和“做”: 地方信仰知识的构建方式 李向振 ( 二． 120)………………………………………………
“纸钱”流变考论 顾春军 ( 三． 77)……………………………………………………………………………
当代关中砖椁墓对古代棺椁制度之承继

———基于关中地区 G 村的田野考察 段永升 ( 三． 91)…………………………………………………………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中的旧历年俗改革之议 谢忠强 ( 三． 100)……………………………………
1950 年《婚姻法》对汉中婚俗文化的影响 唐士梅 ( 三． 110)………………………………………………
闽南牡蛎食俗的饮食人类学研究 吴英杰 ( 三． 120)…………………………………………………………
乡土传统的文化符号意义重构

———以粤西年例习俗为例 罗远玲 ( 三． 128)…………………………………………………………………
“文本的民族志”

———劳里·航柯的“史诗研究” 王杰文 ( 四． 51)……………………………………………………………
口头传统: 人类文化传播与再生的原型酵母 杨中举 ( 四． 65)………………………………………………
“口述”与“文本”

———辰河高腔传承人百年记忆的表述方式 熊晓辉 ( 四． 73)…………………………………………………
历史影像资料中的广州五仙观 刘昭瑞 ( 四． 81)………………………………………………………………
顺德桑基鱼塘叙事与记忆的社会空间 周莉华 ( 四． 94)………………………………………………………
民间艺术的“艺术”再发现

———挂门钱遭遇技术变革的背后 陈志勤 胡玉福 ( 五． 73)…………………………………………………
礼生与祭礼知识传承 邵凤丽 萧放 ( 五． 84)…………………………………………………………………
灵动的中华神

———妈祖信仰的中华文化特质透视 沈庆利 叶枝梅 ( 五． 92)………………………………………………
从物俗到信俗: 温州红花染研究 林亦修 林可 ( 五． 99)……………………………………………………
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神话学解析 那仁毕力格 乌兰 ( 五． 105)……………………………………
论傅大士禅宗著述的特征及文化价值 王宪昭 ( 五． 112)……………………………………………………
论叶法善政治、养生、排佛思想 周伟华 ( 五． 119)…………………………………………………………
观天法地: 我国文化遗存延续中的 “天学” 彭兆荣 ( 六． 70)………………………………………………
夔与东夷文化

——— 《孔丛子·论书》所引《尚书》文字考之一 雷欣翰 ( 六． 78)…………………………………………
端午节传承发展方式分析 向柏松 ( 六． 111)…………………………………………………………………
仪式美术的符号象征与民俗意象

———以上海浦东三林西城隍神出巡仪式为例 游红霞 ( 六． 131)………………………………………………
·专题: 国际视野下的当代民间信仰研究· 主持人: 王霄冰………………………………………………
科学理性主义与超自然经验叙事 ［美］顾笛安 ( Diane E． Goldstein) 姚虹芳、朱丹翻译 ( 六． 34)…
日本的丰桥鬼祭: 对一项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现场观察 周 星 ( 六． 45)…………………………………
反映在瓜达卢佩祭礼中的墨西哥宗教融合政策

［德］ 白瑞斯 ( Berthold Ｒiese) 吴雅迪翻译 ( 六． 55)

………………………………………………………………
…………………………………………………

龙信仰与海外华人认同符号的构建和重建 张举文 ( 六． 62)…………………………………………………

民间文学研究

东北满族英雄故事母题探析 刘雪玉 ( 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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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性别文化与日常生活

———以江西崇义畲族山歌为例 李从娜 盛 敏 ( 一． 73)……………………………………………………
畲族民歌如何叙事

———以《歌不上口莫进寮》为中心 邓 苗 ( 一． 80)…………………………………………………………
中日“解难题”型龙女故事比较

———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为中心 徐 磊 ( 二． 71)……………………………………………………………
中越灰姑娘型故事之比较 陈金文 ( 二． 78)……………………………………………………………………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十年回顾 刘守华 ( 三． 135)…………………………………………………………
宝卷与道情关系论略 王定勇 ( 四． 123)………………………………………………………………………
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 尚丽新 袁野 ( 四． 132)…………………………………………………………

学术访谈

金元杂剧与祭祀仪式

———田仲一成教授与康保成教授对谈录 康楽 整理 ( 三． 47)…………………………………………………
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多角度思考和研究

———悉尼大学赵晓寰教授访谈 杨正娟 ( 五． 64)………………………………………………………………

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战略

“琴棋书画杂考”之一

———魏晋南北朝琴艺传承考述 黎国韬 周佩文 ( 一． 131)……………………………………………………
琴心与道心

———试论陈白沙的琴乐思想 丘乐媛 ( 一． 151)………………………………………………………………
从“全人格”看许崇清的书法艺术 王 祥 ( 二． 129)………………………………………………………
明代刻帖的兴盛与作伪考论 李 永 ( 二． 135)………………………………………………………………
雷州半岛年例的表现类型及留存原因探讨 刘 岚 ( 二． 140)………………………………………………
南方丝绸之路的变迁与保护 杜韵红 ( 二． 148)………………………………………………………………
论蔡襄诗歌与其书法创作之关系 郭俐兵 ( 五． 127)…………………………………………………………
从武师到民族英雄

———霍元甲形象在二十世纪初的演化 黎俊忻 ( 五． 134)……………………………………………………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农化社区重构

———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彭伟文 ( 五． 146)…………………………………………………………………
“教僧系”佛教音乐研究的方法视角

———以梅州“佛教香花音乐”研究为例 李春沐 ( 六． 137)…………………………………………………
国家级非遗佛山木版年画的现状、保护与传承 许结玲 ( 六． 146)…………………………………………
· “一带一路”专题·
丝路漆艺: 被输出的中国之美与文化 潘天波 ( 三． 138)……………………………………………………
海上丝路中的非遗

———广彩的文化特质和当代传承初探 黄艳 ( 三． 145)………………………………………………………
广西北部湾海上丝路古水运体系考述 秦红增 杨琴 ( 三．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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