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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庆毓*的《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从民族发展、伦理道德教育、社会性别等
多学科视角，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围绕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从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形成、基本内容和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
层面，观念、程序、礼仪、功能四个维度，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社会和谐、生态文明
建设四个方面，结合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揭示在全球化、城
市化背景下，对民俗的变迁尊重民族意愿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引导力度。 

内容简介

杨庆毓*的《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研究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旨在揭
示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本书从多学科视角剖析大
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从观念、程序、礼仪、功能四个维度，考察其现代变迁状
况。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的实际，分析其变迁的原因。结合传统婚俗文化变
迁对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影响，提出传承、创新建议，以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断融入白族民众的民俗生活，实现民族科学、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

杨庆毓，女，白族，1967年生于云南大理，硕士。先后在云南省委党校、云南民族大学
任教。曾获云南省教育厅**课件比赛一等奖、三等奖。主要研究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
参与***社科课题3项，云南省级重点社科课题2项，在《社会主义研究》《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学术论*约30万字。

目 录

导论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二 研究现状及评述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
四 样本简介



五 基本概念简析
第一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及其文化价值
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的内容及特点
一 大理白族传统婚嫁的基本内容
二 大理白族传统婚嫁的形式和禁忌
三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特点
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形成
一 古代社会的白族婚俗
二 南诏大理国的白族婚俗导论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二 研究现状及评述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 四 样本简介 五 基本概念简析第一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及其文化价值 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的内容及特点 一
大理白族传统婚嫁的基本内容 二 大理白族传统婚嫁的形式和禁忌 三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特点 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形成 一
古代社会的白族婚俗 二 南诏大理国的白族婚俗 三 元明清时期白族的婚俗 四
近代白族的婚俗 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 以勤俭进取为荣 二
以感恩孝敬为德 三 以诚信互助为本 四 以和谐礼治为道第二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 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政治功能 一
建立婚盟稳定民族关系 二 建立通婚圈巩固统治 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经济作用 一 婚姻交换与财产延续 二 扩大家族和财团势力
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价值导向 一 民族品格的培养 二 社会道德的彰显 第四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社会作用 一 礼仪陶冶情操 二 家长制社会秩序的延续 第五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生态观念 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二
礼仪规范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第三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现代变迁 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观念文化的转化 一 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影响 二 传统价值观的弱化 三
新价值观的确立 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程序文化的变化 一 传统延续中的嬗变 二
新旧婚仪的冲突 三 新增程序的认可 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礼仪文化的更新 二
物质场景的现代表现 二 精神礼仪的影响弱化 第四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变化
一 传统婚俗功能退化 二 传统婚俗功能的渐变 三 传统婚俗功能的变更第四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现代变迁的因素 第一节 政治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转变的客观条件
一 政治秩序的建构和民族关系的变化 二 政策宣传贯彻的影响 第二节
经济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一 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婚俗文化的演变 二
城市化进程加速婚俗的变更 第三节 文化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推动因素 一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二 家庭伦理教育的位移 三 文化多样与价值引领的差异 第四节
社会变迁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基础因素 一 社会结构的转变 二
开放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共生第五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的影响 第一节
婚俗文化变迁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婚俗为民族旅游添彩 二 婚俗刺激消费与生产 三
盲目“人情”开支的误区 第二节 婚俗文化变迁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制约 一
婚俗现代生活的适应 二 婚俗礼治的松弛 三 民族文化传承的断代 第三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社会和谐 一 人口的和谐 二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第四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 生态与经济增长的张力第六章
大理白族婚俗文化的社会建构 第一节 白族特色的婚俗经济建构 一
民族婚俗与生态旅游结合 二 打造酒店婚庆民族特色 三 引导理性适度消费 第二节



白族现代婚俗文化意蕴的建构 一 传统精髓与时代引领相结合 二 尊重和引导相结合
第三节 白族文明健康婚俗文化环境的建构 一 以传播促传承 二 主渠道与多样式相结合
第四节 白族婚俗文化和谐成长机制的建构 一 基层组织践行新风尚 二
政府主导各方力量参与 三 法规制度政策保障结语 一 本书的基本结论 二 本书的不足 三
未来研究的预期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