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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贵有自知之明。
《易经》上说：“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
”（《系辞》下）疏曰：“自知者，既能返复求身，则自知得失也。
”《老子》说得更清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这是久经验证了的至理。
一个人的修身是如此，一个民族的振兴也是如此。
记得小时候正处抗日战争时期，写文章的人常把我们的国家比作“睡狮”，一旦睡狮觉醒，它会怒吼
，进发出巨大的力量，抗击侵略者。
这种自知唤起了民众，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文化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有熟悉自己，了解别人，有所继承，有所借鉴，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这些年研究民间艺术，我翻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考察了许多偏僻的乡村和城镇的老街小巷，访问了
一些老年人和手艺人，写了不少随感式的文章，也有一些心得笔记，在报刊上发表的长长短短的散篇
已有一百五十多篇。
在1988年发表了《中国民艺学发想》之后，有许多远道的朋友向我询问，或者写信，或者登门，同我
探讨民艺问题，所涉范围很大，有的问题我也没有解决，因为我也是在学习和探索之中。
为什么我会选中民艺作为研究的对象昵？
套用说书人的话说：真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这与我的故土、成长、专业、爱好都有关系。
我出生在鲁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里，这个县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撤销，那个小县城也变成了自然村。
虽说是“长无乡曲之誉”，却不失为民族文化滋润之地，华夏文明并没有合它而不顾。
尽管是在战争的年代，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县城，但周围几十里的农村仍是游击队活跃的地区。
1943年，在11岁的时候，我到乡下去读高小，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是在院子里列队唱救亡歌曲，于
是便在少年时代开始懂得了家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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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百年来，中国的民间艺术自生自灭，犹如山花烂漫，成为广大劳动者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创作来讲，民间艺术既是艺术之源，又是艺术之流。
文人从中吸取养料，却又嫌它粗俗，所谓“不登大雅之堂”。
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少数伟人慧眼能看出，如鲁迅、高尔基等，并给予特别的尊重，更多的人是不屑
一顾的。
有意义的是，当我国社会转型，民间艺术无应变能力，由衰退几近消亡之时，却引起了国人的关心，
甚至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国务院也颁发了文件，并规定从2006年
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以“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为主题，有的提出了“寻找回家的路”！
    家园依在，确实需要保护。
拆门窗、揭砖瓦、倒柱础的现象已很严重，家园的路也堵塞得不畅通了。
重要的在于认识，这是我们的“母亲文化”，是我们的根之所在。
根之不存，五千年的文明将会中断。
我们研究民艺的意义即在于此。
　　民间艺术是从劳动者心中长出的花，花开花落，自生自发，犹如群星灿烂，仿若百川汇流。
 　　啊，民艺！
 你是民族文化的一块重要基石，是心灵之表，艺术之根，艺术家从这里取法借鉴。
 　　欣赏民艺，会使人想起生长的故土，——那乡音、乡情之美； 研究民艺，会使人深刻地理解艺
术，——艺术与生活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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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道一，男，山东齐东县九户镇（现属邹平县）人。
1949年入华东大学文艺系，1951年转入山东大学艺术系学习。
1952年毕业后任教于华东艺专。
自1953年至1957年先后跟著名美术家陈之佛教授、庞薰琹教授研修图案和工艺美术史论。
1958年起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
1994年1月调往东南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并获艺术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为东南大学艺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
曾荣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研究生教授称号、全国图书奖等；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导
师奖；2005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颁发“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四届成员和召集人，中华美学学会第四、五届副会
长，江苏美学会第三、四、五届会长，江苏政协第六、七届委员。
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艺术家评委，全国博士后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艺术
指导、民间工艺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美学会名誉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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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知者明——以此为序中国民艺学发想建立“民艺学”的必要性《民艺学论纲》序国风有形——《中
国民间美术全集》总序中国民间美术概说——前苏联版《中国民间美术》代序中国民间文化论民艺研
究的若干关系民间美术的价值观民间艺术对话录有形国风的采集民间美术的二分法路在脚下——《民
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序追求美好——《民间美术通论》序张果老倒骑驴
女红之路小鸠的歌民艺与旅游文化深沉雄大的砖石精神——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艺术成就年画论列喜
看潍坊民间孤本年画《太平欢乐图》题记《应用民俗学》序巧手出“苏式”——《苏州民间手工艺》
序《苏州民间手工艺》分类表中国的蓝印花布蓝花的变奏——民间蓝印花布之美及其他鬓发如云——
《发髻上的中国》序魂归何处——谈丧葬和祭祀的纸扎艺术金桥·银桥·奈何桥——徐州地区的“送
老花”和“送老歌”“剪花娘子”库淑兰洒脱艺人程建礼可敬的花姆泥土情深——《喻湘涟王南仙泥
塑集》序灵性的发挥管祥麟情系天涯民间文化的觉醒——《中国民间美术辞典》代序民艺的保护与振
兴鲁迅论民间艺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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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民艺学发想五我主张民艺学的研究着重解决以下问题：1．民艺学的研究对象，即研究些
什么。
譬如研究说关于生活日用的民艺，装饰陈设的民艺，传统节日的民艺，人生礼仪的民艺，体育娱乐的
民艺，生产劳动的民艺等。
还要研究当代的和以前的，乃至古代的，它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从而划出一个范畴，搭起它的框
架。
2．民艺学的研究宗旨，即为什么要研究。
建立民艺学的目的，民艺学的性质和特点，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它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它与专业艺术的关系等。
3．民间艺术的分类。
从内容到形式，从材料到制作，从构想到应用，从形态到审美，分别归类，探索其合理的结构。
4．民间艺术的成就是生产者的智慧结晶。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同构的，在民艺学研究中也要注重艺术的形式与喜闻乐见、艺术的程式手法与
创新、承传性与集约性、业余性与自娱性、地区性与乡土性的同构。
5．民艺学的比较研究。
要比较现代的与古代的，此地的与彼地的，此类与彼类，民艺与其他文化现象，汉族与兄弟民族，中
国与外国，流传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交流的关系，影响与融合，在比较中求鉴别，以期认识的深化。
6．民艺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做调查工作——发掘、了解、收集、记录、整理；如何做研究工作——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
较研究、专题研究等。
以上几个方面，只是随想所生，未成体系。
总之，是希望较深入地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主张不妨一面筹砖瓦，一面画图纸。
依据材料设计图样，根据图样筹措材料，两者互补，可能使民艺学的大厦建造得更快更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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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些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民艺的文章，或是有感而发，或是有所思进，也有为人所作的序文，陆续
发表在各种刊物和书籍上，没有结集。
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希望能够将其汇总起来，便于翻阅，也有的建议我写一本《民艺学》的书，系统地
讲述民间艺术。
著书的想法是有的，也曾列过提纲，为研究生讲过课，但一直没有动笔。
主要原因是对于民艺的探讨没有见底，颇有越挖越深之感。
据说钻探石油要在很大范围内打井，都喷出油来才能称作“油田”，一两口井是不能称作油田的。
我国民艺的油田太大了，也太丰富了，如要写得周全，写出精神来，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是
要下大功夫的。
慰情聊胜无，便作了这本选集。
所选的篇目，大部分都是散见于报刊上的和未曾发表的，只有几篇已收在我的其他集子中。
新文加旧文，为的是表明我的思路。
我读别人的书，多是先看前言后语，留心于作者的思路，从中得到启迪。
因而以己度人，也想把我的认识过程排列出来，与读者共切磋。
曾有人问，为什么我写的文章有前后不尽一致的地方？
我只能回答：不一致是正常的，真实的。
试想，前后数年乃至数十年，人都变老了，文章怎会不变呢？
散篇的文章不同于专著。
专著必须观点一致，前后统一；散篇可能会表现出作者的前后思路，甚至有重复的内容，如果一成不
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记得20世纪的80年代，在贵阳研讨民间艺术，我初次提出中国美术发展的不同渠道，先是归纳为三个
，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和民间艺术，后来王朝闻先生又补充了宗教艺术，才使我的思路得以完整，
成了以民艺为基础的四个渠道。
学问的积累和丰富，也包括了质的提高，不是一下子上升的。
又如当年我同廉晓春讨论民艺，谈到艺术的起因和目的，我说是“生活的直接需要”，她说是“精神
的最大满足”。
实际上两者是不矛盾的，相互结合起来就更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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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道一论民艺》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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