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间美术造型>>

13位ISBN编号：9787535605054

10位ISBN编号：7535605052

出版时间：1992-04

出版时间：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左汉中

页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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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

前言

　　和汉中作朋友，已有七载，或许名字都有个“中”字，又长我几岁，自打熟悉之后，我便把他当
做自家兄长了。
　　然而真正的缘分还是那极易诱人的“民间美术”。
那时我正读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汉中在出版社年画室当编辑，来北京组稿，找到了我，想约点可以出
版的稿子，这着实使他失望，因为我的画做年画显然是最没有订数的那一种。
于是便谈起了包括传统年画在内的中国民间艺术在今天的继承问题。
我认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继承在今天已不能走“旧瓶装新酒”的老路，它的责任不应仍是贴在逐渐走向
新文明的中国人个体或家庭中的“花纸”，或是挂在穿着中山装或摩登女子胸前的“辟邪护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它应当渗透到现代艺术家的血液之中，使之产生标志着时代文艺最高
水准的艺术创造。
谈得极投机，使得他对民间美术专业的学习研究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于是有了他自费来美院民间美术系进修，又有了工作之余多次下乡采风考察的丰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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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民简美术造型的专著。
    它从宏观的角度论叙了民间美术造型舆原始文化、民俗文化的渊源关系，寻览了民间美术造型传承
、交融和变异的轨迹。
    它又以微观的方式剖析了民间美术造型的基本特徵和造型方法，探觉了民间美术造型的审美意蕴。
     它还将丰富有趣的国例伴以富有创见的论述，让读者深入领略中国民间美术造型之真谛，并从中获
得艺术创造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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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汉中，原籍湖南双峰，长期以来担任文化宣传与图书编辑工作。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美术创作活动，曾有作品参加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
1986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进修，1989年担任该系首开的民间美术造型课教学。
1992年出版专著《中国民间美术造型》，于2001年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
1992年开始担任国家八五图书工程《湖南民间美术全集》主编，《全集》出版后，荣获第三届湖南省
图书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先后策划主编了《中国民间美术丛书》、《国外民俗美术丛书》、《民间美术·绝活儿》丛书、《民
间美术图形丛书》、《乡土艺术大师从书》等民间系列图书。
主要论文有《中国农民画论》、《中国吉祥图象论》、《神秘浪漫之花》、《论中国年画的现状和发
展趋向》等数十余篇逾百万字。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
一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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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造型手段的缘起，与工具的诞生是紧密相连的。
原始人类从天然石块的使用到石器的制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造型的初衷是与功利连在一起的。
在石器产生之初，原始人类尚不具备完善的美感，在他们看来，"好用"和"好看"在当时是混沌不分的，
顺眼的工具就是好工具，好用的工具也就看着顺眼。
这种混沌的、朦胧不清的、低强度的、不完全的美感，称为快感和美感的混沌体。
　　石器的进化推动了人类美感能力的进化。
"制造工具的行为打开了动物快感向人类美感转化的一系列过程的闸门，特别是对造型艺术来说，工具
堪称为一切造型艺术的鼻祖，它蕴含着造型艺术的基本胚芽。
"　　原始艺术是人类高度发展而又操作完善的技术的结晶。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说："无论哪一种工艺，其技术和艺术的发展
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技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装饰艺术就随之而发展。
艺术品的生产与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精通了某种技术以后即可以成为艺术家。
""人们有能力欣赏由高超的技术制造出的、有艺术价值的产品，这一点并不限于具有高度文明的种族
。
一切原始氏族的产品在造型上均不存在现代文明和机械产品的那种矫揉造作。
"弗朗兹·博厄斯在考察南美时对土著人的手工艺生产作过如下描叙："他们是具备欣赏完美技术能力
的。
当然，技术的熟练和操作工序中对于技巧的运用自如，自然会产生动作的规范性。
编筐工人在用一条辫形线条编织时，如能熟练地掌握这根辫条，他的产品就能达到相当均匀的程度。
""原始民族制造陶罐时并没有制陶轮。
一般情况下，陶工是以手工旋转的工序制作，犹如旋转编织的编筐技术，他们把黏土做成长而圆形的
条状，从陶器的底部开始摆成螺旋形，然后不停地旋转，并不断加入泥条，一个陶罐就这样制成了。
"我国仰韶文化的陶器和云南西盟佤族、台湾高山族的陶器在制作上与南美土著人的方法基本相似。
可见，世界上众多民族的工艺品，在人类初始时期，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造型手段上都有着惊人的共
性。
　　我国民间美术造型与原始美术造型一脉相承。
民间美术的许多品种，在造型方法上还保留着原始美术时期的特色和风貌。
与原始美术一样，民间美术大都不出自纯审美的动机，它们往往能凭着简朴的材料和工具，因陋就简
，土法上马，制作上常常倾向于灵活简便，驾熟就轻，得心应手，随着长期性集体劳动的传承，有着
它独特的制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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