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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有一种萦然失落，致使我们情不自禁而回归远古，寻找祖先精神的寄托。
　　总有一份执著信仰，致使我们骄傲自豪而爱不释手，守望家园深处的珍藏。
　　总满怀炎黄使命，致使我们油然起敬而生生不息，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粹。
　　或许，&ldquo;非物质文化遗产&rdquo;的概念，会令有些人感到相对陌生而不着边际，然而，相
信那些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悠扬婉转的民间歌调与风采各异的民间舞蹈和戏曲；那些神秘而富有地
域色彩的民间习俗；那些精湛绝伦的民间手工技艺以及淳朴可爱的民间艺术产品；无不浸淫在我们生
活与灵魂的本质之中，无不源于民族祖先的代代相传。
它们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记载了历史的源远流长，它们是孕育和承载民族文化的摇篮。
在联合同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样阐述：&ldquo;非物质文化遗产，足指被各群
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rdquo;涉及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
庆；有关内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方面。
　　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它像一条悠久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
在流向未来，中华民族五千年风雨烟尘的身影，就倒映在这条长河之中。
它不仅昭示着炎黄子孙的深沉智慧和质朴情感，更印刻着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民族灵魂的永久归
宿和精神家园。
　　当我们搜索记忆时发现，时间和现实竟是如此残酷，凭借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传统民间文化艺
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冲击，愈显其生存脆弱；无奈于世风流转、习俗变化和价
值转向，带着祖先生活的精神痕迹，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
每一分钟，都有一些灿若珍宝的民间艺术如指间之沙，了无声息地散落。
那断代遗失之痛与空虚，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理解历史，更要感觉历史。
相信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着不能剖舍的回归情结。
本书所载录的部分中国民间原生态手工艺术品，一件件均凝结着中国原始手工技艺传人，在现代化的
社会漠然中，对于祖先文化遗产的忠滅执守与传承艰辛。
感谢所有阅渎本书的朋友！
希望本书能够引发您对中国民间艺术以及所有民间手工艺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同时无论您留存本书中
的任何一件散发着悠远文化气息的民间手工艺术品，都将极为有助于改善那些原始手工技艺传人生存
现状的艰辛，而您也将被尊视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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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馈赠，我们愿与您共同分享。
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丰富您的收藏，更可以体现您的一份爱心，因为编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希望有更多
的人去帮助那些还苦苦挣扎在生活边缘的民间手工艺人和他们固守的技艺。
　　近千张精美图片全面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迷人风采与深厚内涵，简明生动地说明其年代起源
、历史沿革、艺术特色与收藏价值，极聚艺术美感与阅读空间，是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相关知
识的理想读本。
　　《神在民间（中央对照）》中充满了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人文关怀和深度思考，
关注民间手工艺人生存艰辛，呼唤文化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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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坠石娃木雕篇浙江乐清黄杨木雕四川木雕福建龙眼木雕苏州红木雕潮州金漆木雕浙江东阳木雕云南
剑川云木雕年画篇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山东高密扑灰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河北武强年画
陕西凤翔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广东佛山木版年画杨家埠木版年画服饰篇云南纳西七星披肩陕西兜肚山
东沂蒙香荷包贵州苗族蜡染新疆小花帽新疆挂毯玩具篇福建屏南提线木偶山东布老虎山东木旋玩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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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ldquo;撮泰占&rdquo;面具北京脸谱陕西马勺脸谱工艺篇江西赣县田村花灯甘肃酒泉夜光杯江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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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画安徽芜湖铁画福建永春纸织画三、凤凰涅槃山东潍坊风筝新疆英吉沙小刀福建德化瓷器福建福
州脱胎漆器海南椰雕广尔肇庆端砚山东潍坊红木嵌银黑龙江兰两挂钱河南南阳烙画艺术新疆新绣现代
民间绘画中国结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在民间>>

章节摘录

　　青海土族盘绣　　在遥远的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区，勤劳、朴实的土族妇女世世代代传承着古老传
统的民族刺绣艺术。
1000多年来，盘绣以母女相传为主，母亲会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把刺绣技艺悉心传授给女儿。
待出嫁后，女儿会向婆家亲戚赠送自己亲手绣制的物件，不仅展示了自己心灵手巧的一面，更体现了
母女情深的情谊。
土族妇女的刺绣技艺精湛，做工精细，巧夺天工；绣品色彩缤纷，图案逼真，在形、色、质、意等方
面体现出了本民族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判断。
盘绣技艺最集中地反映在土族妇女美丽的花袖衫上。
这是土族妇女的传统服饰，土族语称作&ldquo;秀苏&rdquo;，是一种用红黄蓝白黑紫绿等七种色料的
布或丝绸制作成的套袖，缝于长衫上。
由于土族妇女喜欢穿五颜六色的花袖衫，所以，人们习惯称她们为&ldquo;穿彩虹衣衫的人&rdquo;，
土族之乡也因此而得名&ldquo;彩虹之乡&rdquo;。
　　湖南隆回花瑶桃花　　瑶族挑花全凭瑶族妇女一双慧眼和巧手，循土布的经纬进行徒手操作。
其立意巧妙，布局合理，图案古朴繁杂，左右对称，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绣品针法精
细，每件作品都是唯一，极具收藏价值。
花瑶挑花用普通手工缝补针线，一条成年女子穿的统裙大概要缝制二十五万多针，陆陆续续需挑刺六
个多月，被称为粗纱土布上的&ldquo;长城&rdquo;。
花瑶女性从小就受到挑花技艺的熏染，六七岁就开始学挑花，一直挑到人老眼花，而不会挑花
的&ldquo;笨女子&rdquo;是找不到好婆家的。
挑花服饰还是花瑶姑娘们的传统嫁妆，她们出嫁时有十几条统裙、腰带、腿绑&hellip;&hellip;那些挑花
嫁妆足可以挂满一个小型展览馆。
如今瑶族挑花工艺闩渐式微，技艺传承出现断裂，已到了濒危状态，有人说过：有一种目光总在分手
时，才看见是&ldquo;眷恋&rdquo;；有一种心情总在离别后，才明白是&ldquo;失落&rdquo;。
希望我们不要在失去花瑶挑花这一独特的技术时才感觉到痛心。
　　贵州三都水族马尾绣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心灵手巧的水族妇女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民间
下艺，闻名遐迩的水族马尾绣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刺绣的&ldquo;活化石&rdquo;，堪称世界一绝。
马尾绣的独特之处在于用马尾刺绣，其丁序是将两二根白线缠绕在马尾上(白色马尾最佳)，然后用缠
好的马尾盘在已描绘好的花纹轮廓上，接着在白线条的凹缝处绣、挑、补、梭各种彩色丝线，刺绣艺
人凭门己的生活积累及艺术修养，在布面上挑绣各种图案。
所绣的这些图案还只是一个空心的框架，还需要由螺形绣或结线绣来填充，最后再缝上金光闪闪的金
线，一共要经过52道下序才算完成。
马尾绣的艺术造型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水族人民对生活的感受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是研究
水族民俗、民风、图腾崇拜及民族文化的珍贵艺术资料，也是水族独有的濒危民间传统工艺。
　　河北晋州木偶　　晋州木偶集中在河北晋州一带，乡民通称&ldquo;大木偶&rdquo;或&ldquo;大胶
泥蛋&rdquo;，它发源于清代，经艺人们代代相传至今。
晋州木偶是集音乐，表演，文、武场于一身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
它不仅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而闩具有很高的文化科研价值，&ldquo;木偶&rdquo;戏分
配唱、表演、文场、武场四个部分，配唱分生、旦、净、末、丑五种角色，唱腔多为河北梆子。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体现了当地人民的表达方式和审美趣味，也浓缩着他们的情感和性格，有着深
刻的民族内涵。
但随着现代影视的发展，晋州木偶的观众越来越少，现在，这门民间表演艺术已经名存实亡，有学者
指出：保存和发展晋州木偶这一宝贵的传统民间艺术，对于研究社会文明史、发展史和民俗文化都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福建漳州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
年画题材中以门画居多，门画又分粗神、幼神及文神、武神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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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神指以大红或朱红纸为底印制的年画；幼神指直接以本色纸印制的年画。
文神指画面人物为文官的年画；武神年画与文神相反，画面上人物一般要骑马或插旗。
漳州木版年画的艺术技法和工艺过程独具一格，其雕版线条粗细迥异、刚柔相济，以挺健的黑线为主
。
用色追求简明对比，印制采用分版分色手工套印，称为&ldquo;饰版&rdquo;。
所用颜料分水质和粉质两种，纸张选用&ldquo;闽西玉扣&rdquo;，有大红、淡红、黑以及本色纸诸种
。
漳州年画构图大方，造型夸张，既有北方年画的粗犷简洁，又有江南年画的纤巧细腻，富有拙朴风格
和乡土韵味，流露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特别是用黑纸印制的年画，独具一格，是中国年画中的精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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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解历史，更要感觉历史。
相信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着不能割舍的回归情结。
《神在民间（中央对照）》所载录的部分中国民间原生态手工艺术品，一件件均凝结着中国原始手工
技艺传人，在现代化的社会漠然中，对于祖先文化遗产的忠诚执守与传承艰辛。
希望本书能够引发您对中国民间艺术以及所有民间手工艺人生存现状的关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在民间>>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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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