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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艺是人性的、个性的、能动的和永恒的。
手艺的这些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蕴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中国是世所公认的手工艺大国。
所有出土和传世的人工制作的文物、古建筑和古代工程，都是传统技艺的产物。
只此一端，可见手工艺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曾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
     本书主要介绍了手工艺中的编织与扎制历史沿革，介绍了花灯、风筝、纸扎等中国手工艺品的的种
类与工艺，凸现手工艺的现代价值和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持民族特质方面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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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针刺灯针刺灯产于浙江硖石，享誉已久。
清初已形成地域特色，乾嘉年间硖石灯会极盛，灯品与北京、广东、南京齐名。
当地灯会以丝业、米业商铺为主体，各商家为宣传本号、招徕顾客，大量制作花灯于元宵节前张挂，
吸引游客与顾客。
大部分艺人制作花灯均属业余副业。
清末有严远庄、严少庄父子精于此道，留下针刺灯片较多。
又有方谭瑗擅长制作书法灯片，黄石琴善制金鱼、鲤鱼花灯。
1934年，硖石举办盛大灯会，称胜全国。
近年来，硖石仍有花灯出产，虽然从艺人员没有历史上那么多，花灯数量也不及以往，但仍保持着传
统特色，屡有精品出现。
硖石花灯已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硖石针刺灯的做法是用竹篾或铅丝扎出骨架，然后用灯片裱糊。
所谓灯片，是用三四层宣纸裱糊成的纸片，用绣花针在纸片上刺出孔洞，针孔排列的线条构成主花，
再用密排均匀的针孔刺成底色。
针孔的大小一致，排列有序。
针刺之外，尚有部分镂刻的较之针孔略大的孔洞点缀其间，形成层次（图6—20、6—21）。
通常表层染色或施彩绘。
刺孔之后，里面再裱一层白纸，使针孔透出的灯光柔和均匀。
灯片需根据花灯造型预先设计形状，并留出边缘，以备一糊在骨架上。
灯片的质量是制灯艺人手艺的集中体现，很多灯片没有做成花灯就被收藏家收藏。
旧日，硖石居民有在“赛城隍”期间向城隍庙捐赠万民伞的习俗，这些万民伞都是用灯片做成的。
万民伞流传到附近城镇，成为独立的极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手工艺>>

编辑推荐

《中国手工艺:编织与扎制》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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