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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艺术学》

内容概要

《民俗艺术学》系2009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最终成果，主要研究了民俗艺术学的体系
论、方法论、类型论、特征论等基本理论范畴，内容涉及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批评、民俗艺术研究
、民俗艺术专题保护等方面，是民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首部学科建设性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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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思炎
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日本东北大学
外国人研究者，德国汉诺威大学访问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民俗学、民俗艺术学、文化遗产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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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何谓“民俗艺术学”
一、概念界定
二、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三、民俗艺术学的学科特点
四、民俗艺术学建设的任务
第二节 民俗艺术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民俗艺术研究的发轫
二、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综述
第二章 民俗艺术学体系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基础
一、理论建构与领域拓展
二、学科交叉与文化产业
第二节 民俗艺术学体系的架构
一、民俗艺术志
二、民俗艺术论
三、民俗艺术史
四、民俗艺术批评
五、民俗艺术应用研究
六、民俗艺术专题研究
第三节 民俗艺术学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学科建设意义
二、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章 民俗艺术学方法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学的调查方法
一、田野作业重要性及对调查者的要求
二、民俗艺术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三、民俗艺术调查的基本手段
四、其他调查方法的运用
第二节 民俗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神话与原型批评
二、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
三、阐释与理解研究
四、艺术符号与象征
第三节 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取向
一、多学科交叉影响下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二、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方法的并行
第四章 民俗艺术类型论
第一节 类型划分的基准
一、类型划分的状况
二、按时代划分
三、按地域划分
四、按功能划分
五、按民俗类型划分
第二节 民俗艺术的基本类型
一、造型类民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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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演类民俗艺术
三、口承类民俗艺术
第五章 民俗艺术特征论
第·节 民俗艺术特征的具体表现
一、风俗性
二、群体性
三、传承性
四、象征性
五、娱乐性
六、地域性
第二节 民俗艺术特征的形成基础
一、民俗艺术特征形成的他律性基础
二、民俗艺术特征形成的自律性基础
第六章 民俗艺术功能论
第一节 何谓功能
一、功能：需要的满足
二、功能：创造的动力
第二节 民俗艺术的基本功能
一、认识与教化的功能
二、组织与改造的功能
三、装饰与满足的功能
四、纳吉与除凶的功能
第三节 民俗艺术功能的演进要素
第四节 民俗艺术功能演进的特点
一、传承与创新并举
二、衍生与泛化为主
三、自用向他用延伸
第七章 民俗艺术传承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传承的要素
一、民俗艺术传承的主体要素
二、民俗艺术传承的时空要素
三、民俗艺术传承的生活要素
第二节 民俗艺术传承的结构与层次
一、民俗艺术传承的结构
二、民俗艺术传承的层次
第三节 民俗艺术传承的典型研究
一、民俗艺术的传承类型
二、民俗艺术的传承人
第八章 民俗艺术审美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作为审美对象
一、民俗艺术作为审美对象的契机
二、民俗艺术作为审美对象的体现
第二节 民俗艺术审美的机制与层次
一、民俗艺术审美的机制
二、民俗艺术审美的层次
第三节 民俗艺术的审美形态与表现
一、民俗艺术的审美形态
二、民俗艺术的审美表现
第四节 民俗艺术的审美特征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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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艺术的审美特征
二、民俗艺术的审美价值
第九章 民俗艺术作品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作品的分类
一、民俗艺术作品的分类语境
二、民俗艺术作品的分类模式
第二节 民俗艺术作品的共性和风格差异
一、民俗艺术作品的共性
二、民俗艺术作品的风格差异
第三节 民俗艺术典型作品研究
一、民俗艺术典型作品的分布
二、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
三、民俗艺术典型作品艺术意义的分析
第十章 民俗艺术应用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应用的对象和符号
一、民俗艺术应用的本体对象
二、民俗艺术符号的应用
第二节 民俗艺术应用的场域
一、民俗艺术应用场合及空间类别
二、民俗艺术应用场域的内涵
三、民俗艺术应用场域及功能发挥
第三节 民俗艺术的产业发展
一、民俗艺术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民俗艺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三、民俗艺术产业发展的原则
四、民俗艺术产业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 民俗艺术传播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的传播属性
一、民俗艺术的“传承”与“传播”
二、民俗艺术传播属性的体现
第二节 民俗艺术传播的要素构成及模式建构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要素构成
二、民俗艺术传播的模式建构
第三节 民俗艺术传播的符号化实现
一、民俗艺术的媒介性与符号性
二、民俗艺术符号的结构、层次与分类
三、民俗艺术符号的传播方式
第十二章 民俗艺术保护论
第一节 民俗艺术保护的对象和理念
一、民俗艺术保护对象的界定、分类与评价
二、民俗艺术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第二节 民俗艺术保护的背景与价值观基础
第三节 民俗艺术保护的历史和经验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设立
二、国外民俗艺术保护的历史和经验
三、中国民俗艺术保护的历史
第四节 民俗艺术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一、民俗艺术保护的基本原则
二、民俗艺术遗产的调查、评价与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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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艺术保护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第五节 民俗艺术保护的主体与资金
一、民俗艺术保护中的传承主体
二、民俗艺术保护中的保护主体”
三、民俗艺术保护中的资金问题
第六节 我国的民俗艺术保护活动
一、我国民俗艺术保护活动的现状
二、我国相关保护机构的组织特点
三、相关法律法规的应用和保护实践
四、民俗艺术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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