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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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黄土地的记忆  一、引子  二、考察前的准备    (一)资料的准备    (二)决定考察路线    (三)到
达西安  三、进入黄土高原  四、洛川民俗博物馆    (一)桑耕厅    (二)民俗厅    (三)婚俗厅    (四)洛川人的
传统教育    (五)洛川的皮影戏  四、洛川县凤栖镇谷咀村考察    (一)屈延军一家    (二)过时的农家器具    (
三)村中的平常人家    (四)洛川面花    (五)正在逝去的手工艺术    (六)村中工匠的命运    (七)民族杂居的
遗迹  六、安塞之行　⋯⋯第二部分　小程村民间艺术考察记第三部分　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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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资料的查阅，对陕西省的地理和文化分布状况有了一个较明晰的了解。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决定具体考察的地区和路线。
当时的考虑是，关中地区虽然是陕西省历史上的文化中心，民间艺术种类多，传承的历史也很悠久，
但由于这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许多传统已经消失，而且这里离北京相对较近，以后再来也比较方
便，所以我们决定先利用有限的时间考察陕北和陕南。
第一步，先考察陕北。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选点考察，我们选择了黄陵、洛川、安塞三个点。
这三个点刚好在一条公路线上，不用绕路。
而且都富有代表性，黄陵曾是黄帝生活和埋葬之处，这一带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的中心；洛川是黄土高原与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交界地，具有陕北地区和关中地区交融的文化风格，同
时听说，那里还有一座全陕北办得最好的民俗博物馆；安塞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县城，那里的剪纸、腰
鼓、民歌早巳闻名全国乃至海外，是一个值得考察的地方。
确定了考察地点，我们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行装，一台手提电脑，一台佳能照相机，一台松下摄像机兼
数码照相机，再一人一部手机，以便在路上万一走散时好互相联系。
一路上的分工是，我负责摄影，刘文峰负责拍录像，张红萍负责文字记录与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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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西行风土记》，是我于2002年至2004年之间三次到陕西省的陕北陕南关中地区考察时所做的笔
记。
至今才被整理出版，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
客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笔记并不是独立的，是为了完成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
》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而下去考察时顺便写的，主要是为了完成课题所需的数据
库资料，笔记只是其中的副产品。
但到课题验收时，将这些陆续写成的笔记汇在一起，觉得还很有意思，真实地再现了我当时所看到的
农民生活，以及课题所要考察的民间工艺的生存状态。
其实这也是课题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西北是黄河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又是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地域，还是不
同民族的居住区。
以前我通过文献，通过博物馆的实物了解过这些地方的文化，但我从来没有到这些地方长期居住，以
切身体验当地的文化。
其实与文化关系最大的就是人，文化是被人创造的又是被人在使用的，所以要了解它首先就要了解生
活于其中的那些人，观察那些人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运用并创造这些文化。
在考察中，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峁峁、梁梁道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在农民的窑洞里和他们同炕居住，同桌吃饭，一同行走在黄土高原的川道中，有时甚至以为自已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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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行风土记:山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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