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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
。
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
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
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
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
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
”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
就有的。
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
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
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
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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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李莉，199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同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1998年出站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
员。
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科技文化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
出版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  《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等
专著近1 0部，发表有《文化生态失衡的提出》、《谁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  《走向田野的艺术人
类学研究》等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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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合阳跳戏——宋金杂剧的遗响渭南剧种剧团生存状态成因调查报告甘肃陇东道情皮影采风笔记藏族仪
式剧《公保多吉听法》的流传与演变调查报告千阳跑马民俗纪实透视“亭棚文化”的一个细胞——晴
隆县安谷乡塘边寨春节“出巡”仪式及其文化哲学之考察青海湖“祭海”“跳神”礼仪陕西剪纸中的
民俗我所触摸到的陕西传统乡俗刺绣凤翔泥塑当代变迁的考察与研究长安“社公爷”石雕考察西安雁
塔区三兆村灯笼制作业与经济发展考察记敲打声中的虔诚之心——西藏藏族民间金属工匠采访报告陕
北民问舞蹈考察报告甘肃民族民问舞蹈考察报告古代舞蹈的当代遗存——“於菟”新疆地区维吾尔族
民问舞蹈考察报告中国西部人文资源考察日志——陕北民居宁夏南部山区田野调查日志宁夏北部川区
田野调查笔记云南摩梭人母系文化保护和开发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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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担忧与困惑通过考察发现，目前，西藏地区的传统手工金属工艺，还没有在新时代中消失
的危机感，但这并不表明没有担忧与困惑，这种担忧是隐形的，是考察者与被考察者共同担心的问题
。
如：有的金属工匠家族中，已没有男孩子来继承此手艺，因为大多孩子在读书，读书就要上大学，有
些孩子还上了内地的大学，根本不会回来再学金属制作手艺，这是有些金属工匠担忧困惑的事情。
还有一些学习不好，甚至不爱学习的孩子，父母带领着他们到金属工匠师傅家拜这师，希望自己的孩
子学一门手艺，以后可以自谋生活，但由于学习艰苦，一些孩子学不了几天就回家了，这样的孩子也
是金属工匠师傅们最头疼的事情。
随着西藏的开放与交通状况的不断改善，外来金属工匠艺人们到藏区来谋生的已有很多，金属工匠之
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交货期快，价格便宜，越来越被货主们所看重。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艺质量与艺术性的下降。
面对此景，藏族金属工匠们也有所担忧与不满。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外来技术与新技术的到来也是藏族金属工匠们所重视的问题。
利用新技术，也就意味着对传统手工技术的放弃，有些新技术的利用是合理的、进步的，并不影响传
统技术的发挥与艺术性的掌握，但有些新技术也许就没有传统手工技术的细腻与深入，这一点外行人
也许看不出来，但久而久之也许会丧失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特色。
这一点现在还不明显，也许是应注意的问题。
藏族的金属手工艺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是藏族人民的骄傲。
如何使其保持传统特色，如何使其大放异彩，应当在其还没有完全变化、没有消失之前，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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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多月的采访工作结束了，在与藏族手工艺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有很深的体会，这种体会来自藏族人
民的质朴之情、虔诚之心，来自他们对生活的自然态度。
在他们看来，任何手艺技术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说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更是一种完成心灵追
求的路径，我采访的每一位藏族手工艺人都有一个共有的特点，这便是他们生活围绕的中心——对佛
的敬拜与追求。
藏族的金属工匠在每日的敲打声中默默地行着人生之路，对宗教的虔诚之心体现在他们所从事的手艺
当中。
生存、生活、追求，在他们那里得到完美的结合，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在一片金属的敲打声中
融化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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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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