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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注母亲河》主要讲述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
2004年8月28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庄严承
诺。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文
化生产力”的概念，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化、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
断提高着文化保护与创新能力，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迎接21世纪全球文化竞争
时代的到来。
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将在新世纪以文化创造推动社会发展，贡献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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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问艺术的当代变异中国民间剪纸中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信息创新教育品牌。
发挥高校往国家文化遗产事业巾的服务作用恰当利用产业运作是保护民族民问文化的一条途径中国民
问剪纸的传承与发展略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剪纸是诗文创作的开始——安徒生的剪纸和童话日
本的传统剪纸墨西哥剪纸初探作为文化多样性符号的中国民间剪纸——兼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
和国家意识库淑兰仙逝了，剪花娘子永存人问关注传承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全球地方化视野中黄土
文化的精神价值云南民族剪纸活的“文化”与死的“遗产”(节选)凉山彝族的民问剪纸博物馆与无形
文化遗产保护赫哲族“鱼皮”剪纸图论《苗族占歌》与苗族剪纸——谈苗族古歌文化的传承问题潮汕
民问剪纸艺术的特色及海洋性民俗文化的特征——兼论民间剪纸艺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渡样
式”与“湖北风格”——湖北民间雕花剪纸艺术风格研究从蔚县剪纸的变化谈起剪、刻、贴与剪纸艺
术——简论剪纸艺术的形式发展(草纲)遗产地政府在民间剪纸传承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山西民间剪纸
的特色长白山满族民间剪纸与口传文化的渊源关系花草是民间美术的根——民间剪纸花草纹样的文化
价值论和林格尔民间剪纸艺术民族民问艺术与儿童美术教育如何在中学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北京第
六十五中学世界遗产教育实践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贵州傩坛中的剪纸艺术中国
沿海的无形文化——漳浦剪纸蔚县剪纸的启示和林格尔民间剪纸的传统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
间剪纸与高校艺术素质教育台江苗族民间剪纸与刺绣佛山剪纸推陈出新——浅谈佛山剪纸的艺术特色
广西剪纸艺术的现状及其特色陕北民问剪纸中的文化象征地方性活态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变化
的剪纸与“文化能人”：一个和林格尔的个案中国剪纸在多民族社区中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象征关于中
国民间剪纸艺术风格的讨论福建漳浦民间剪纸艺术社旗山陕会馆民间刺绣艺术剪纸巾的“虎”文化花
匠婆婆曹秀英浙江乐清细纹剪纸黄河文化与小程民间艺术村谈民问剪纸与民问刺绣的人文价值走出自
己的路——浅论动漫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大剪子对剪纸风格的影响感悟生命对内蒙古地区的小
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探究邳州剪纸黔东南苗族剪纸遗产地环境下的剪纸作品数字信息化
及公众展示设计魂系剪花娘子——浅谈库淑兰剪纸艺术成因与艺术特点女性生存意识下的民间剪纸剪
花图典——认知活态文化附录“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申报与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项目报
告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注母亲河>>

章节摘录

“剪纸是诗文创作的开始。
”这是安徒生1867年7月21日写给他的挚友多萝茜娅·梅尔彻尔夫人信中的一句话。
安徒生在一幅剪纸上还写过这样几句诗：　从安徒生的剪刀下，　猛地蹦出了一篇童话；　剪纸归了
你，　你是温和的评判家。
安徒生实际上是在用剪刀写作。
在1853年赠送给阿斯特丽德·斯坦普的拼贴画册里，有一页用九幅他自己的剪纸组成的大幅画，上面
题写了解释其内容的一首小诗：全是安徒生的诗剪纸！
绚丽多彩，各式各样有趣的东西，全是一把剪刀剪出的！
我们正是应该用这首小诗来看待安徒生的剪纸艺术：绚丽多彩，风格多样，诗情洋溢。
这些特征也是他的诗、剧、童话故事、小说和游记的特征。
实际上我们绝不能把安徒生的剪纸和他的文字作品分割开来。
我们也绝对不能认为那只不过是安徒生的余兴或者逗乐而已。
请读一读安徒生在世时只用英文发表过的童话《宫廷人像扑克牌》。
这是一篇童话和剪纸互动的杰作，是安徒生剪纸和文学作品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这是我们在探讨安徒生的艺术形象创作活动时的第一个立足点。
安徒生的很多剪纸是一篇篇的小童话，他的很多童话原本就是造型艺术作品。
手和口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手和口的活动就是思想活动。
安徒生最初的文字创作活动和他的形象创作活动，以及他的口头创作活动是差不多同时开始的，它们
之间紧密相连。
可以说安徒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讲述活动以及他的形象创作活动都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不知道安徒生是何时开始剪纸的，他的文章、日记、记事簿里都没有记载。
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剪纸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他的长篇小说《两位男爵夫人》里，他借主人公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懂得用一把剪刀在纸上
剪出可爱的小东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剪了。
许多家庭还保存着我的剪纸。
”虽然世上有大量他的剪纸，但只有很少的剪纸留下了剪成的日期。
他在1833年9月14日的日记里第一次提到他的剪纸活动。
当时他在瑞士钟表城勒洛克勒旅游，客居在朋友家中。
离开之前，他“在最后一刻为孩子们和婶婶们剪了些画”。
写成于1835年的童话《小伊达的花儿》里的大学生“会讲最最好听的故事，还会剪十分有趣的纸画：
心形剪纸上面有跳舞的夫人、花和门能打得开的宫殿”。
这位大学生无疑是安徒生本人。
这时安徒生已经30岁。
从童话中关于他的描写来看，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剪纸艺术家了。
正像他有着强烈的写作和旅行的欲望一样，安徒生有一种“剪和贴”的欲望。
他身上几乎总带着一把剪刀，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剪刀可能掉出口袋，他可能坐到剪刀上。
有一次他乘马车穿过菲茵岛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剪刀戳着了他的背脊。
安徒生随时可以拿取一张纸，叠成两层或者几层，动手剪起来，很快就剪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花饰
或者风景。
剪纸常常是一篇合时合情、有透视感的小小童话。
安徒生的剪纸和他的童话一样，首先是用来娱乐儿童以及成年人的。
他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剪纸。
他拿着剪刀和纸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进入了角色。
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他的眼睛会流下悲伤的泪水，他会张着嘴大笑，还会低声细语地让你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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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高一声低一声地唱。
突然，他的讲述和剪刀都停了下来，他用手小心翼翼地把剪纸揭开。
他说不定还会对着纸吹一口气，于是一幅奇妙的剪纸就诞生了。
故事的结局会让孩子惊讶，剪出来的图形更是孩子们无法想像的。
安徒生的这种边说边剪的才能给许多孩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有不少孩子长大成人后写东西谈到了安徒生的这种才能。
阿斯特丽德·斯坦普姑娘回忆说，安徒生的剪纸“自身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童话，不是他拿笔写成的故
事的插图，而是和他用笔写出来的故事一样的充满幻想的作品”。
男爵夫人鲍迪尔德·冯·董奈尔十岁时第一次在家里听安徒生讲故事，看他剪纸，她后来回忆说：“
他总是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剪。
他怎么能够用他那双大手和那把巨大的剪刀剪出这么精致、精巧的东西来，对我简直是个谜。
”另一个孩子里格默尔·斯坦普是安徒生最喜欢的教女。
她有很多机会听安徒生讲童话故事，看安徒生剪纸。
她长大后写道：“安徒生一面讲，一面叠起一张纸，拿剪刀来回地剪，接着把纸打开，各种形状的东
西就出来了，跳舞的姑娘、天鹅、仙女、鹳鸟、棕榈树、宫殿、庙宇、魔鬼、爱神、天使、美人鱼、
巫婆、清真寺、人形风磨、法国哑剧中的丑角皮埃罗等等。
”正像他的诗句“从安徒生的剪刀下，猛地蹦出了一篇童话”，他的剪纸是即兴的。
除了为孩子们即兴剪纸之外，安徒生还为集会、为节日作装饰剪纸。
他剪很多玩具性质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能是用来装饰儿童室的会动而有趣的人物，或者是笨拙但是
可爱的“人形风磨”。
这样的剪纸上总有一把扶梯搭到风磨人形肚子上。
这样的风磨人形可以是吊在窗子上的，也可以是挂在圣诞树上的装饰。
安徒生最常见的这类玩具性质的剪纸是一个完整的舞台，有幕布，有乐池，有边幕，有舞蹈家。
他常常也剪东方的宫殿，有宣礼塔，有台阶，有可以打开或者关上的门窗。
安徒生还剪纸参加义卖活动。
1864年，哥本哈根大学生为丹德三年战争中的伤残战士及阵亡将士家属举行义卖会。
安徒生在5月11日的日记里说，他曾经剪了几幅剪纸给战争的受害者募捐义卖会义卖。
其中的一幅卖给了皇室的烤面包师布隆恩。
在三天后的日记上他又写道：“14日礼拜六（1864年5月）赴尼尔戈夫人晚宴，哈尔特曼的生日，我把
它忘光了。
”这里的尼尔戈指的是宫廷侍从官尼尔戈德的夫人鲁伊丝·德·尼尔戈。
1864年5月前后，安徒生每礼拜六都在她的家中吃晚餐。
14日这天是作曲家哈尔特曼的生日。
在生日晚宴上，安徒生把一幅剪纸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哈尔特曼，把另一幅剪纸送给了尼尔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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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历经四年的中国民间剪纸申
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下简称“申遗”）工作全部结束。
民间剪纸申报的过程是一次成功的社会互动协作的实践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相关部门、教育界及有关高校、文化遗产地政府、民间传承人、新闻媒体等
社会各方在本土非物质文化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对民间剪纸申遗的各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协助
。
民间剪纸中遗是一次面向社会公共空间的志愿工作，也是本土文化精神倡导和文化人民性认知的社会
实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使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社会资源和文化生产力进入国家发展视野。
中华民族几千年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传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群体作为民族文
化传承主体的文化身份开始得到认同，保护民间文化权益的问题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
民间剪纸以其普遍性、多民族性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共生互动、
多样互存的活态文化特征。
非物质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和谐存在的最基本的人性文化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情感源泉和
社会资本，是文化创造最基本的文化生产力元素。
这些启示为正在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民间剪纸申遗实践的启示使我们深刻感悟到，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活的生存信仰的传承。
传承是以人为本，以更吉祥和谐的生存（生活、生命）为本的。
非物质文化的申遗不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倡导不同民族对自身内在心灵的关注，使其以更人性化、更
和谐共生的伦理道德对待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民间剪纸的申遗工作带动了中国乡村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传承事业的开展。
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教育部、文化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文化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相关文化遗产地政府、民间剪纸
天才传承人、新闻媒体和诸多高校的大力支持。
感谢福特基金会在民间剪纸申遗工作中给予的项目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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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注母亲河》主要内容包括：传承是以人为本，以更吉祥和谐的生存（生活、生命）为本的。
非物质文化的申遗不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倡导不同民族对自身内在心灵的关注，使其以更人性化、更
和谐共生的伦理道德对待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民间剪纸的申遗工作带动了中国乡村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传承事业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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