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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振军编著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研究》以河南十个文化改革发展
试验区为例，研究文化试验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产业化。这些地区是河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特色和文化资源*为集中的地区，在河南具有典型性。研究这些地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探索“保护、创新、发展、繁荣”河南文化产业新途径。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许多老艺人年事已高，如果我们不及时把他们的绝活传承下来，就有可能
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危险。本书的研究有一定的独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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