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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女红对于构筑整个中国文化的性格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本书对女红的文化功能、人文意蕴、文化类型、艺术特性等基本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扫描。
功能论指出女红的功能特点是“一品多能”；文化论指出了女红的符号特性并提出“女红文化丛”的
概念；类型论提出了“趣味文化圈”的概念；艺术论则分析了“朴素的善”与“悦目的美”是女红作
为一种艺术的精神创造动机，指出女红艺术就是“诗化的图像”，论述了女红优雅、含蓄、婉约的女
性气质之特征。
　　本书尝试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来构架女红文化理论的叙述方式
，借助大量真实而生动的女红图片与田野影像资料直观地呈现和强化这一理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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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女红的功能    一、家庭：女红文化功能实现的第一场域    二、男耕女织的社会生活图景    
三、妇仪妇德的载体第二章  女红的人文意蕴    一、诗文中的女红    二、信仰中的女红    三、风俗中的
女红第三章  女红的类型    一、女红的文化类型    二、女红的形态第四章  女红的艺术    一、女红何以成
为艺术    二、女红作为女性生活的艺术化表达    三、女红的艺术语言特征    四、女性气质与艺术语言
结论:遮蔽的美丽附录:田野手记    寻访浏阳夏布    苏州光福的绣女    乡村的影像：山东鄄城女红调查      
顺德自梳女的口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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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女红，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充满魅力的书本。
要打开它、读懂它就得先找到一种导读工具和阅读方法。
否则，漫无边际、无所归依，遑论读懂它的奥秘。
本书对女红文化的论述大致沿着以下层面进行。
    文化的层面是本书论述的基本层次。
    1.女红作为从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样式，经过几千年的延续、衍化，已逐
步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风貌。
她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讨论这种上升为文化形态的女红是本文立论的背景
层次。
    2.女红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男耕女织”是我们描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图景的概括和缩写。
但是，这一概括又为上层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所认同并加以强化。
上层文化中强势的主流的精致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伦理道德、礼乐制度、社会风尚等，
都自上而下地制约、影响、塑造着女红的形态和特征。
    3.从宫廷到民间，对女红的推崇自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以宫廷而言，历代皇帝重农桑劝耕织是从立国治民的角度来考虑女红的地位与作用；而民间则把女红
定位于最直接的生存之需和持家之本的手段。
可能这是女红最本质、最基本的功能。
下层的民间的观念与上层的意识形态互相交织、互为依存，共同形成中华文化整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
心理。
    4.如果狭义的“女红”只是缝补织绣等“针线活”的话，那么，它在“垂衣裳而治天下”的时代就
远远超出其基本的物质功能，而具有了一种更为宏阔的精神功能了。
所以说，广义的“女红”不仅在形式、品类上延伸丰富起来，在内涵上也延伸为层次丰富的文化意趣
和观念形态。
    5.正如其他的文化创造一样，女红的创造也被上层主流文化固着于神话的框架之内。
神话作为一种兼具文本性和口承性特征的文化形式，成为沟通下层民众文化与上层贵族文化之间的最
有效形式。
再神奇、美丽、精致的神话文本也无法脱离它的根基，即民间那些广为流传、形态各异、传唱千古的
故事和民谚。
中国女红从其最粗朴的形式一直上升到最精致的形式而成就了中华文化那丰厚瑰丽的风貌，她最原始
的生命力还是来自于民间妇女那些源源不断的创造，来自于她们对生命的渴求和礼赞。
    艺术的层面是本书论述的特别层面。
    1.女红艺术是其上升为文化形态的原点(起点)。
她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以及伦理的、教育的等一般性社会文化之中，更表现在审美的、艺术的
精神文化之中。
    2.要讨论女红在艺术上的价值和特征，就不能不从其最基础、最简洁的形态——民间女红人手。
因为不论是女红的基本艺术语言、手法，还是其种类、技法及其演化的规律，都可以通过民间女红这
一最原始、最明了的模型反映并凸显出来。
如果说民间艺术是一个生命机体的话，那么通过对民间女红这一重要部位的剖析就能从整体上有效地
把握民间艺术乃至传统艺术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但是这一角度的前提是对女红文化类型的言说，即社会阶层只是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元素，统摄这
个结构系统之内各种观念和价值的即是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
这个具有统摄意义的价值观有两个特点：一是超阶层性；一是恒量性。
它的变化十分缓慢，而阶层的主体是变量。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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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红这个词蕴含很多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品德性情、持家技能、审美趣味是其三大核心意义。
本书尝试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来构架女红文化理论的叙述方式，借
助大量真实而生动的女红图片与田野影像资料直观地呈现和强化这一理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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