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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研究 ；贵州地方文化研究，苗、侗、水等本土主要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以及本
土文学文献的价值等。 

内容简介

《文化论丛》是由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民族审美文化研究所共同推出的以文化研
究为主题的系列论文集。本文集秉持“追求真理，交流创新”的学术理念，确立“特色
学科与多学科共建”的学术定位；以文化研究为主题，设有突出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
黔地文化”（下设“民族神话研究”“审美文化研究”和“文学文献研究”）以揭示苗
、侗、水等本土主要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以及本土文学文献的价值，“民族民间文
化”以揭示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以展示先秦至晚清的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外国文化与文化比较”以展示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文
化，“现代文学与文化”和“现代传媒与文化”以呈现现代文化的特征并审视现代传媒
、艺术与文化传播、交流的关系，“理论前沿与文化热点”则为引介前沿理论、探讨热
点问题提供争鸣的平台。本丛书立足本土，以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研究为特色；展望全
国，放眼世界，从传统文化、中外文化、现代文化以及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等方面推动
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吴俊，1958年生，四川隆昌人，教授，现任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贵州
美学学会副会长，贵州语言学会副会长，全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主要从事美学
、美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其中《语文美育理论与
实践》获2014年首届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获2
002年贵州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4年贵州省首届“高校科研论坛”
优秀成果推介一等奖。主编教材3部，主持省教育厅重点课题1项、规划课题2项，省教育
厅“综合改革项目”1项，省教育厅教改项目1项等。夏德靠，1974年生，湖南溆浦人，
博士，教授。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贵州师范学院工作，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出版专著《国语研究》《〈论语〉研究》《〈国语〉叙事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2015），参与编著《国语译注》（中华书局，2007）；发
表学术论文40多篇，部分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人大复印资料》《文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摘编或转载。主持并完成国
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项。周江，1980年生，陕西蓝田人，副教授，贵州省美学学会副秘书
长。200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获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主要从事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以及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有序与浑沌：美的光
辉——柏拉图与庄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发表论文《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
的基本精神》《光明的缔造：苗族审美起源考》等1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厅级课
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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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域文化一般由语言的口头与档案形态、仪式的行为形态和物象的物质形态三个层面构
成，文化通过叙事叙述而发生功用，因此，我们又将人文的诸形态称为语言（语言、书
写）叙事、行为（仪式、日常生活）叙事和物象（景观、图像）叙事。这种三位一体的
结构，有的文化是三种形态完整保留且和谐生存，如屈原的传说，有其投江传说（含屈
原诗歌）故事，又有端午节之赛龙舟、吃粽子之仪式，更有屈原塑像、屈原庙景观并粽
子龙舟之物质制品，所以关于屈原文化遗产的形态是语言传说、节日仪式和景观物象的
合一，是一种复合的文化形态。贵州地区的傩文化也是这样的三层结构，有神话传说，
有仪式舞蹈，更有傩面等诸多的物质载体。文化的叙事性转化为观赏性，因此，我们从
最初的语言审美的形态到关注动态的艺术表演以及静态的景观，审美世界的空间拓展了
，而文化资源的开发空间也就大大拓展了；自然的山水与人文的山水景观变成人文空间
，转化为表演的世界，一种可观赏、富含人文价值的文化景观，文化的多方面的巨大能
量就会焕发出来。这些都有赖于人文学者思维空间的拓展，有赖于人文学者的辛勤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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