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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论文集，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承办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汇聚了来自全国范围内民间文
学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概念、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等
展开深入探讨和对话。具体内容包括：一、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过去对民间文
学的研究大多着力于书面文本和讲述人等方面，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民间文学的内在需求、本质属性、
存在条件等方面，并将过去通常被忽略的听众群体置于民间文学传承的根本位置，充分体现出“以人
为本”的研究取向和时代精神。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作者结合自
身经验研究与理论思考，对当下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存在问题和对策等提出自己
的看法，积极探讨如何让民间文学走出现代化冲击下面临的生存困境。三、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地方经验在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概念、普遍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等问题
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论文着眼于具体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提供经验。著作里的论文集围绕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
论，对我国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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