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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召开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1-10 期数：586 阅读：251次

      本报讯  11月6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举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神话与民间信仰学

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充分认识神话、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以

及对神话与民间信仰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做一次全面的总结。研讨会邀请了日本明治大学日向一雅

教授及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民俗研

究专家共同参与讨论。 

 
      此次研讨会专题主要包括日本神话研究、《山海经》研究、中国各民族神话与信仰研究、神

话的比较研究、神话的叙事研究、活态神话的保护研究、文化人类学派对神话的解读等。中央民

族大学邢莉教授的《蒙古族与藏族的山神信仰的比较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吕微的《母题：

他者的言说方式》、中国社科院巴莫教授的《神图与神话：诺苏彝族的述源叙事传统的仪式化传

承》、广州中山大学蒋明智教授的《作为巫术信仰的“龙” 》等研究专题，从不同方面对神话与

民间信仰进行了论述。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教授在致辞中说：自从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的多样

性宣言》发布以来，国际间多次召开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会议。我国文化部已经规划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对各民族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学术界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有关

理论和保护的实际操作进行探讨，在我国正在掀起一个保护多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遗产的高潮。他

强调：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中国各民族的神话。各民族的神话不仅

构成我们步入新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次

《神话与民间信仰》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学术层面研究的推动，对于保护我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潮的到来都有重大意义。   
 

  （罗华娟）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提交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