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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炕头狮子展示的是“全”而“粹”的民间艺术形态，它以“虚”和“实 ”的表现特征。
讴歌了生命的不屈不挠，生活的昂扬不羁，生意的千姿百态！
炕头狮子是一个“妙中增妙，新中更新”的艺术品种，它把精思与巧构，深藏在“拙”’而“简”的
表现手段之中，体现出了“感物而动”与“通灵感物”的潜在意识。
     《炕头狮子》是一本通俗适俗的诠释相关知识的基础读物，这样，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把有关
炕头狮子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嵌入人们日常精神层面的审美和生活层面的审美，使其
具有某种与当代人潜隐潜伏的学术联系和生活联系。
这种联系，巨大地增容了民俗学、艺术学研究的朴素意识，也使我的写作日益地朴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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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鹤坪，生于西安，长于西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协会会员。
几年里他相继出版了《大窑门》、《牛马家事》、《老西安故事》、《老艺门》、《老城坊》等书，
初步树立起西京历史乡土文学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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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炕头狮子的风格与体势，我们进入对它艺境符号的考察。
我们首先把它的表现表达方式，区分出意境(含思想)和艺境(含哲学)、形式和作用，从而进入对炕头
狮子的符号特征和形神美仪的思想性考察。
    我们不难发现：炕头狮子有明显的“借物抒情”、“寄情于物”的特点特征。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说：“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
看，鉴画衡文，首一以贯。
”这种“生命化”的艺术品读方式，不仅是中国艺境论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也是中国固有的文
学批评的特点。
同时，它又是积淀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品评现象。
更重要的是，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艺境的圆融观念——将人体的生命结构与艺境的形式结构进行异质
同构，强调艺术作品的整体性、动态性、有序性和有机统一性，重视艺术作品与社会生活、自然秩序
以及诸众杂学的联系。
    炕头狮子以“狮子”为标志的文化符号，是陕北人民理解自然环境、人文生态以及宗祠繁衍观念之
后，选择的进人“缘境”的途径，显然具有某种宿命的色彩。
同时，通过陕北人民选择的这个进入“缘境”的狮子符号，我们又认识到了它的境语与境象。
炕头狮子的境语与境象，无疑具有与巫、与乩、与神秘文化的联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炕头狮子是古代陕北人民选择的表现自然社会、物质社会和精神社会的“缘境
”标志。
通过这个“缘境”，我们进一步地认识狮子所涵盖和叹诵的性情之本体、形器之本体和心之本体。
    P18-19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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