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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
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
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
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玩具>>

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
，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
崇敬。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本书主要介绍了民间玩具的起源、民间玩具的发展历史、民间玩具的类型、
民间玩具的地域分布及特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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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魁立，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哲学博士（俄罗斯），研究员、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张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群众文化》、《文化月刊》主编，现为文化部社会文化图
书馆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董占军，艺术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
评估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出版《设计家的再觉醒—后现代主义没计》、《壶中天地一道与中国园林》、《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
》、《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编委）、《西方现代艺术设计史》、《外国现代设计艺术文献选编》
、《雕塑艺术鉴赏》、《蝈蝈葫芦》、《艺术文献学论纲》等学术著作9部，发表论文20余篇。
 乔凯，山东大学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联合培养的设计艺术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曾单独或与导师合
作在《装饰》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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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玩具渊源民间玩具的起源民间玩具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民间艺术
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又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
民间玩具也可以说成是“民问的玩具”；在此，“民间”一词只能算作“玩具”的限定语，所以它的
内在规定性不在于民间，而在于玩具本身。
玩具的起源并不是孤立或单独存在的现象，玩具的诞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德国诗人席勒认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束缚，在这两种束缚
中常常失去理想的自由，人们就设法利用剩余的精力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这就是游戏。
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产生于人类的本能。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
主要使命之后，尚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精力的发泄，就是游戏。
这种游戏并没有功利的目的。
有人根据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儿童墓葬中出土的小型陶球和石球，推断玩具是由劳动工具转化来的。
此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劳动工具和玩具的用途是截然不同的。
成人在劳动之余进行一些游戏，是为了让精神放松一下，以便于接下来更好的劳动。
他们在游戏时所用的器具不管是专门用来玩耍的器具，还是用劳动工具暂时代替，毕竟他们在游戏时
是把这种器具当作用于精神愉悦的玩具来对待的。
而儿童用来玩耍的器具就更明显的是一种玩具了，因为儿童玩耍器具的目的就是为了精神上的欢乐，
不会想拿着玩具去劳动。
所以劳动工具就是劳动工具，玩具就是玩具。
劳动工具是用来打猎、耕作等劳动用的，而玩具则是用来通过玩耍以达到某种精神愉悦为目的的。
另外，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诸多儿童墓葬中出土的小型陶球、石球直径一般在1厘米至3厘米之间，也
有少量6厘米或8厘米的。
像1厘米至3厘米这样的石球如果当作弹丸投掷野兽，因为质量太小，而野兽一般都雄壮威猛，显然小
石球作为打猎用的劳动工具是不实用的；而况且又是出土于儿童墓葬。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些陶球或石球只能作为儿童的玩具存在。
所以我们认为，玩具的起源并不是劳动工具的转化，而是一种以精神愉悦为目的的“游戏冲动”下的
产物，是一种独立于劳动工具之外的用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
有些专家认为玩具产生于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
我们认为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只能算作是玩具产生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他们为玩具的产生提供了一
种可能，而不能把它当作玩具产生的根源。
但是不可否认玩具与民俗活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民间玩具正是在民俗事象的名义下
出现的。
如南北各地农村都流传着向婴儿赠送布老虎的习俗，在孩子满月、百日或周岁时，由祖母、外祖母亲
手制作一只布老虎送给孩子。
祖母、外祖母将一只布老虎作为玩具送给孩子，虽然她们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像老虎一样威猛健壮
，希望这只勇猛的老虎玩具能够保护孩子健康成长，但是最根本的用途还是作为玩具让孩子玩耍。
祖母、外祖母在制作玩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玩具本身，是想让孩子有个玩耍的器具。
这是第一意义。
制作出来之后再赋予玩具本身第二意义和第三意义等。
而且孩子在玩耍这只布老虎的时候，他本身不知道祖母、外祖母们的第二意义或第三意义，他只知道
布老虎是玩具，能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欢乐。
所以从根本上说，玩具还是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游戏冲动”。
因此，游戏玩耍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与生俱来的，而且这种生活习性是超功利的。
这一种生活习性(或称作生活需要)就决定了必须有一种物态化的、可感知的实物来满足人类这种“剩
余精力发泄”的欲望，于是各种各样的玩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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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田先生认为玩具是“人类发自本性的一种游戏冲动下的产物”，甚至可以上溯至更早的“动物本
能的自由表现时期”，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
而民间玩具又是所有玩具中最具有本元文化性质的一种物态化体现。
我们认为，玩具的本质意义在于“玩”，在于引起人们精神性的情感愉悦，所以它具有艺术的类似性
。
也正冈为此，民间许多生活用品不能划归于玩具的行列，只能算作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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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几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广泛。
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玩具作为民间艺术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也得到了外界的
重视。
对玩具的研究，其实是对我罔传统文化的回顾与整理，有利于我们重新正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增
强民族自尊心。
因为玩具并不是一件件简单朴素的物态造型，在它身上承载了太多民族性的文化因子和心理观念。
在以往的玩具研究中，学者志十的努力使玩具的研究取得了丰富而可观的成果，尤其是从浩瀚的占文
献中发掘出了大量相关的玩具、民俗资料，为原本孤立的玩具赋予了深厚的历史理论支持。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而有意义的事。
玩具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并不是由专门的劳动工具转化而来，而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
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用于精神消费的器物。
不管是用来玩耍，还是用来娱乐健身，玩具的这种渊源并不因它使用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这也
决定了玩具的本质特征和本质功能。
玩具其实是一种艺术创造，它的本质特征是其与生俱来的艺术审美性，而它的本质特征又导致了其本
质功能——精神愉悦的审美功能。
不管什么样的玩具，带给人们最终的价值形式只能是愉悦性的精神享受——只因为它是“玩”具，而
不是任何其他的一种“具”。
玩具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
作用。
并且，它自身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文化存存物，必然也是一个动态同构的历史产物。
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路蜿蜒地走到今天而没有间断，文化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
诸如玩具一类的物质载体。
烟花爆竹将春节文化传承了下来；虎头鞋、虎头帽、老虎枕等将具有我国特色的虎文化传承下来；咙
舟、粽子丰富了端午节的节日气氛，同时也将与端午节相关的民族文化传承了下来；丰富多彩的风筝
，不仅能够强身健体，愉悦情怀，还将人们在阳春三月出外踏青、游玩、舒展心情的这一良好的习俗
，以及“刘海戏金蟾”、“牛郎织女”、“包公上任”、“秦琼与尉迟恭”等历史文化故事传承下来
。
各地的泥人玩具首先向人们传达的是远古时代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在它身上施加的色彩、绘制的图
案符号等，也是中国民间特有的审美观念和生活观念文化的反映。
另外，泥人玩具各种各样的造型与组合往往也是一种文学故事、戏曲故事、历史故事的形象写照，这
种文化形式对后代的教育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其它玩具也同样作为各种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存在并继续传承着。
各种文化融合在各种玩具之中，一代一代地向下传承，使人们在玩耍的时候也学到了传统的优秀文化
，真正实现寓教于乐。
关于玩具的分类，历来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各位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就会导致玩具分类的标准不同。
有人从材料的角度出发，将玩具分为泥玩具、竹木玩具、布玩具、纸玩具、石刻玩具、金属玩具、陶
瓷玩具、面糖玩具等几类；有人从玩具的成型方式出发，将玩具分为塑作、编结、缝制、雕镌、削斫
、裱扎、陶埏七种类型；还有人从玩具的功能出发，分为节令玩具、观赏玩具、音响玩具、益智玩具
、健身玩具、实用玩具、鸣虫豢养玩具等几类，这几种分类方法是最为普遍的。
另外，还可以从时间上将其分为传统玩具、‘当代玩具。
依据不同的玩具具有不同的使用对象，可以分为低幼儿童玩具、少年儿童玩具、成人玩具、老人玩具
四类。
但是不管是哪种分类方法，都不能彻底地将玩具划分得一清二楚，因为玩具自身存在太多的复杂性，
它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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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某一件玩具，往往不是使用单纯的一种材料制成，也往往不止是具有某一种单纯的功能。
在一件玩具身上也会集中好几种制作方法，甚至使用对象也可交叉。
所以从不同角度对玩具进行分类的时候，只能依据其主要方面，做一个相对合理的划分；而不能将其
分类绝对化，那样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近几年，对于玩具的研究多集中在材料、功能、与民俗的关系等方面，对其文化性特征和艺术性特征
的关注，除了在民间艺术的大环境中稍作提及外，单独论述这方面的略感欠缺。
我们在此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粗识拙见，不知准确与否。
另外，关于玩具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综合的。
诸如各种玩具产生的社会地理文化环境，与宗族、村落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演变、移民等对玩具发
展的影响，都应该是涉及的内容。
但限于篇幅与笔者的学识，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相关专业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和借鉴，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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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玩具》向读者介绍了玩具的历史渊源，民间玩具的分类，并以民俗节令为主线来展现民间玩具的艺
术风貌。
《玩具》图片精美，品类齐全，相信《玩具》能让读者领略民间玩具的绮丽风采，同时还能品味其中
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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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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