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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十四走》是一本以画家的文化考察笔记为线索的整个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美术）图集。
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14次率队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结果是前
无古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演进，仅仅十几年，他们记录下大量的黄河流域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民间艺
术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著名的老艺术家已经人亡艺死。
我们今天在书里所看到的是一大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最后的绝响。

　　作者杨先让和杨阳是中央美院和清华美术学院的教授，他们认为黄河流域可以说是最富有中华民
族文化艺术代表性的大区域、大文化圈。
这里所产生的一切民间艺术活动又必然与这里的考古史、哲学史、古代史、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史
等多方面的学科，在内涵和根源上密切相连。
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很可能获得认识和打开中国其他地区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

　　本书文字部分根据作者数十万字原始考察笔记整理而成。
14次考察的行程综述和100多个极精彩的传统民间艺术特写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近千张反转片永久记
录下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凝聚成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本关于黄河流域传统文化记载的图书，黄永玉在
评价此书时写到：《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
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
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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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先让
　　1930年1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

　　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

　　1982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1984年赴美国讲学，举办画展；1989年赴韩国访问、讲学。

　　1990年退休，1993年始赴美国居住。
于休斯敦、费城举办画展和从事讲学等活动。

　　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
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

　　先后出版《杨先让木刻选集》、《中国乡土艺术》、《黄河十四走民艺考》、《杨先让彩绘选集
》、《杨先让版画三十年选集》、《杨先让文集》。
主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甘肃卷》、《中国民艺学研究》、《中国民间现代绘画选集》等。

　　被列入英国剑桥大学主编《东方名人录》和国内《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
等。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巴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韩国、美国收藏家和台湾、香港收藏家收藏。

杨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美术学会会员。

　　1957年生于北京。

　　1987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获学士学位。

　　1987年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留校任教。

　　1999年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学博士学位。

　　1986年始对我国黄河流域、西北、西南等地的民族、民间艺术进行实地考察。

　　先后出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赏析》、《中国乡上艺术》、《中国
结的设计与制作》、《软陶的设计与制作》、《非洲服饰》等著作。
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参与中国科技部“西部人文资源数据库”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考察、编辑等工作。

　　负责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清华大学“985”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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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前言图记　第一走　　特写1-1　安塞腰鼓　　特写1-2　安塞炕围画　　特写1-3　洛川*鼓　
　特写1-4　米脂转九曲　　特写1-5　陕北汉画像石与剪纸　第二走　　特写2-1　兽面挂脸和坐虎　
　特写2-2　凤翔木版年画　　特写2-3　宝鸡布制品　　特写2-4　社火脸谱　第三走　　特写3-1　淮
阳泥泥狗　　特写3-2　胶东剪纸　　特写3-3　青花鱼盘　　特写3-4　淮阳庙会上虎形民艺品　　特
写3-5　高密扑灰年画　　特写3-6　山东面花　第四走　　特写4-1　喜庆窗花和绣花鞋样　　特写4-2
　山西皮影　　特写4-3　河北滦县皮影　　特写4-4　丧事与民间美术　　特写4-5　百日被面　　特
写4-6　山西布虎　　特写4-7　婚丧的枕面刺绣　　特写4-8　绣鞋垫　　特写4-9　华阴的布制蛙　　
特写4-10　芮城布缺点品*　　特写4-11　华县面花与风俗　　特写4-12　华县皮影　　　　⋯⋯　第
五走　第六走　第七走　第八走　第九走　第十走　第十一走　第十二走　第十三走　第十四走　第
十四走之后余篇：“黄河十四走”之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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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插图2插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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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艺术的永恒---读《黄河十四走》马昌仪    《黄河十四走——20世纪80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
报告》最近出版了。
这绝不是一本坐在书斋里向壁虚构能写出来的书，而是一本艺术学家通过艰苦的田野考察所记录的黄
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图录和田野考察报告。
作者杨先让、杨阳14次率队所进行的这次黄河民间艺术考察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前无古人的。
    通过《黄河十四走》，我们得以饱览流传于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的多样与风采，历史得以把这些在
不断流变中、随时面临着湮灭的艺术保存下来。
这些民间艺术，属于漫长的农耕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农耕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在静默无言的
艺术形态掩盖下面，却震响着来自社会下层的声音。
君不见中外的哲人们都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在民众的艺术中，会产生出福楼拜、普希金。
这整整坚持了4年的田野调查和十几年后终于艰难出版的制作精美的考察报告，显示出了考察者学术
眼光的阔远和艺术事业的执着。
    杨先让们的实地民间艺术调查才过去了十几年，但他们用纸笔和摄影等手段，记录下的这一批传承
了几千年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和品种，有的今天已不复再现了，而他们所采访的那些名闻遐迩的老民
间艺术家，绝大部分也已人亡艺绝了，这两大本厚厚的图文并茂的奇书，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摇篮之地
所养育的民间艺术的绝响。
“绝响”二字所带给我们的，固然是一丝悲凉，甚至是严酷，却也是万般无奈，谁也无法阻挡住历史
前进的脚步，谁也无法改变文化的嬗变规律。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民俗艺术的根基，已经变得十分脆弱。
由此也可以见出这本《黄河十四走》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读这本书，如同欣赏一幅气势宏阔、行云流水的书法作品，如同观览一幅情节起伏、色彩斑斓的生
活长卷。
全书文字部分有故事、有纪实、有评论、有心得。
14次考察的详细记述和照片，100多个传统民间艺术的特写，一幅幅留下考察者足迹的示意地图，构成
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
近千张反转片，以视觉图像记录下了中原地区的民间文化瑰宝，使其“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
天。
这是真正的永恒，艺术的永恒。
    倾心于中国民间艺术调查抢救的杨先让，本来是中央美院的版画和油画教授，他之所以毅然决然地
暂时抛开自己得心应手的专业，而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黄河民间艺术的考察工作，完全是
来自民间艺术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对他的感召和呼唤。
另一位作者杨阳，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这一考察课题的参加者。
他们的艺术和文化理念认为，黄河流域是最富代表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文化圈”。
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很可能是获得认识和打开中国其他地区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
    作者说：“这一走就是四年。
从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四年间，我率领考察队14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艺，足迹遍及青海、甘肃、
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
队员们扛着录像、摄影器材，口袋里揣着介绍信和各省联络人地址，随身携带笔记本，图文兼具地记
录下所见所闻。
东奔西走，风尘仆仆。
挤长途汽车、身体不适、缺少汽油⋯⋯都不以为苦，满腔探索民间艺术的热忱，驱使我们甚至数次前
往同一地点，深入采集当地特殊的民俗和民艺品。
累积了近千张图片及二十余万字的记录文字⋯⋯凝聚成《黄河十四走》这本书。
”    考察者们所搜集和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正在消逝着的或已经消逝了的出自平民之手的传统
文化艺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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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而显得特别可贵！
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黄河十四走》刘锡诚     版画家杨先让和杨阳父女合作撰写的《黄河十四走》
，几经周折，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长于油画和版画的杨先让教授，缘于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和倾心，暂时放弃了熟悉
的版画，在中央美术学院创立了民间美术系，并带领一帮教授（包括靳之林、冯真）和几个研究生，
扛着摄像机、录音机、照相机和画夹等，不辞劳苦地到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八省的黄河沿岸许多地图上没有名字的村镇聚落做了十四次田野考察，前后长达四年之久，考
察和搜集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民间艺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带着一副得胜回朝将军那样的神态，邀我到他们那个简陋的陈列室去观摩田野考察 中搜集的民间艺
术文物陈列，并把他拍摄的民间艺术黄河行纪录片《大河行》放映给我观看。
一晃15个年头过去了，我们也都已离开了那个为之服务的事业。
晚年他定居美国，继续他的版画创作，像旋风一样，时而休斯敦，时而费城，时而路州，为举办画展
和演讲，为中美文化交流而忙碌着。
    他和女儿合撰的这部《黄河十四走》，以文字和图片两种手段，记录了他率队十四次出入黄河沿岸
考察民间艺术的成果，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所养育的多地区、多品种、多题材、多风格的传
统民间艺术揽入一册，考察笔记25万字，民艺图录近千幅。
著名画家黄永玉说得好：“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
”他赞曰：“《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
骨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
”（《写在书前》）我还要补充的是：《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刘半农与白涤洲等一行的绥远
、山西、热河那一走，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那一走⋯⋯他们发现了黄河沿岸这片广袤的民间艺术的
“富矿区”，他们发现了几十个如库淑兰老大娘那样卓尔超群的民间艺术大师，他们搜集到数量可观
的、有不少是已经失传的民间艺术珍品。
    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而黄河考察的时间在上世纪的80年代。
真可谓是逝者如斯！
杨先让们采访调查的那些民间艺术家，有的已经成了故人，他们所负载的民间艺术及其绝技，虽也多
少有所传袭，但毕竟无可挽回地随之湮没无闻了。
那个曾经两度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讲过学的农妇、巧手的剪纸艺术家曹佃祥老大娘，不就是带着她
的绝技告别了人世，弃绝了心爱的艺术吗？
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与技艺，他们安身立命的物质（贫困）和精神（富有）环境所赐予的那种独特
的艺术思维，更是压根儿不可复现的。
所幸的是《黄河十四走》为文化界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黄河民间艺术的真实影像。
    已有的中国文化史，几乎都是残缺的文化史。
出于种种原因，文化史著作的作者们，鲜有把为亿万民众所创造、所拥有、所传承、所发展的民间艺
术置于自己的视野之中，时间在前进，而民间艺术却在一天天地消失。
20年前在黄河沿岸一带生存和流传过的这些民间艺术，以瞬间的形态永远“定格”在纸上，永远属于
历史了！
    《黄河十四走》的初稿十多年前曾在台湾《汉声》杂志先期发表，这十多年来在海外的美术界、文
化界、学术界名声鹊起，即便是在台湾，得见者、收藏者也是寥寥，国内读者更是望梅而已，没有机
会读到它。
出于与先让的朋友关系和对民间艺术的酷爱，我多次向出版机构推荐，希望能将此著在国内出版，让
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
现在终于能读到这本巨著，终于能够拥有20世纪8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的黄河民间艺术影像了。
远在他乡的先让兄，当他看到四年艰难调查凝聚成的这部著作，终于能以如此精美的图文形式在国内
问世，也该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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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
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黄河十四走》是一本以画家的文化考察笔记为线索的整个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美术)图集。
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14次率队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结果是前
无古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演进，仅仅十几年，他们记录下大量的黄河流域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民间艺
术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著名的老艺术家已经人亡艺死。
我们今天在书里所看到的是一大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最后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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