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蔡氏漆线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蔡氏漆线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503952500

10位ISBN编号：7503952504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黄曾恒，庄南燕　著

页数：243

字数：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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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氏漆线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前言

王文章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
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
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
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文化部公布了三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
法保护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
文化，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保障。
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
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
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
基本衍变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为地使之突
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
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日实施的保护原
则与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
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
截至2011年，不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14.3876亿元
；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至6.2298亿元。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叶l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
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
近十年来，北京和全圉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对于社会公众
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
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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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
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
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我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人
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
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
存在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
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
认识不到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
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
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
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
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
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科学认知。
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
真、科学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演变历程，
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中来。
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
这次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选择，则是根据
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
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
多个领域。
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
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
其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
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
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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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
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
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渎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
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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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蔡氏漆线雕》着重反映了蔡氏漆线雕这一文化遗产的的基本
面貌、表现形态和美学，具体内容包括工艺文化、工艺技巧、造像体式、装饰纹样、创新探索。
这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
通过对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中华
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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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漆线雕产生巨大影响的工艺品种，还有建筑装饰上的金木雕。
这个品种在闽浙沿海一带盛行数百年。
尤其是清朝早期福建永春县的出品，工艺最为精湛。
对金、漆的运用已经达到巅峰。
金木雕的木刻工艺与漆线雕的木雕工艺同其渊源，它的刀法、造型如出一辙。
可以说，闽南的金木雕艺术正是漆线雕的近亲。
同源而异流。
前者主要往建筑装饰上发展，后者却往佛像装饰上发展，在闽南任何一座寺庙中，金木雕工艺与漆线
雕工艺几乎都能同时展现，其艺术上的取长补短，乃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
 永春县还有一种有名的漆篮工艺，就其表面装饰而言，应当也是吸取了漆线雕的某些做法，可以算作
姐妹艺术。
 与永春县接壤的德化县，是我国著名的瓷都之一，自明代以来便以其洁白的窑器闻名于世。
因那里出产的瓷雕像堪称世界第一，雕像中以达摩、观音最为精美。
就其雕塑流派而言，完全是宋代观音的余绪，纯正、柔和、淡雅、幽静，如初发芙蓉，没有一点雕饰
和造作的气息。
拿漆线雕的佛像与之比较，表面上看似乎并不相同，漆线雕显得华贵丰满、金碧辉煌，不像瓷器那么
素雅，但仔细观察之下，我们一定能发现它们在造型、线条和面部的处理上非常接近。
这是一种时代与地域上的关联。
它们的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如德化生产的立莲观音像，其服饰已经超出宋代观音的简洁而走向繁复，
假如它的表面被饰上黄金的话，还真像是漆线雕的产品。
 与漆线雕有关联的工艺美术还有很多，一时也难以尽说。
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工艺美术的丰富性以及孕育着它们的这片土地上的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
，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节家传 厦门蔡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世代从事漆线雕这门技艺，到目前已经传承十三代了
。
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蔡氏漆线雕的技艺只是在家族内流传，并且是传男不传女的。
采取严格的家族保护措施，直到1956年合作化时期，新型的生产关系促使了该技艺向外姓之人传授，
但仍是以蔡氏族人为骨干力量。
 在旧社会，几乎所有的工艺美术都被视为贱业，从事工艺美术的都是浪迹于民间的贫苦艺人，一辈子
受尽了世俗的歧视和欺凌。
在这个阶层的人们一般不会去想到要修什么族谱家传的——那是有钱人才需要的东西。
然而漆线雕的家族居然留下一份家谱，记载着这门工艺传承的脉络。
这在我国工艺美术行业中实在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它同传世的艺术作品实物具有同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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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得知《蔡氏漆线雕》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消息时，我正将一本新作《漆线雕艺人蔡水况传》
杀青。
我想，对一门手工技艺的完整的认知是必须通过对它的制作者的深入了解才能够获得的。
不能知人而欲论艺，恐怕最终仍是不免于空洞。
所以我就想·利用人物的传记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而对漆线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将它拿来同这
本《蔡氏漆线雕》一并参阅。
    《蔡氏漆线雕》初稿完成在2008年，三年的时间匆匆而过，但是我的心情却没有什么变化，仍是担
心着漆线雕技艺的衰亡。
对此人们都嘲笑我：漆线雕不正是如日中天般繁荣着吗？
它的市场多么广阔，它的利润多么丰厚呀，哪一点值得担心呢？
是的，看起来确是如此。
但我总还是担心，因为外部条件的优越并不能代替工艺技艺本身的进步。
而现在第一线的手工艺人，其掌握的传统技艺已远不如过去的艺人扎实。
前些日子编辑了一部已故老艺人蔡文沛百年诞辰纪念图册之后，我更加认清了这一点。
因此我写书的目的还是想着要整理一些资料以供后来者取用。
但我也知道这本书所能起的作用仍是十分微弱的。
因为手工技艺说到底只有在艺人之间，在手把手地授受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
值得欣慰的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之下，现在的蔡氏漆线雕已经成立了技艺传习所来开展传承工
作，相信它能够吸引许多对此手工艺有兴趣的、有才能的青年来加入。
我想，当传习所的工作取得成果的时候，我的心情大概就会变得宽舒，而写书的工作也就可以停止了
。
    黄曾恒    201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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