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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美术》以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专业学科教学为基础，同时也调研了部
分地方高校相关民间美术专业教学的现状和课程开展情况，并根据师范类美术专业的教学需求编纂而
成。
《中国民间美术》教材的特点是采用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教学模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强调身心
对文化的参与实践，这不仅符合民间美术活态文化的特性，也是文化传承、创造、发展的必然方式。
教材内容中也反映出民间美术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并注重知识传播公共性的需求和可操作性，注重
民间美术教育传承课程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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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这种以物定情的习俗，达斡尔姑娘的认亲是在跳哈肯舞时，偷偷
送给意中人一个亲手绣制的荷包，为定情信物。
刺绣常用的题材，多具有祝福婚姻美满、多子多福、吉祥如意的内涵。
蒙古族的烟荷包，似壶形，以缎、绒、布等料制作，有绣花，包口多有红、绿飘带。
传统的烟荷包有装烟叶及杂物的功能，多半变成未婚女性定情信物。
内蒙古赤峰、通辽一带的烟荷包样式，中部是黑底，上绣花草纹饰，与库伦旗的黑底烟荷包相似，其
中有一类双鹿纹荷包，较为普遍。
雌雄双鹿在花间相互吸引，表明了作为“定情信物”的直白符号特征。
“鹿”纹样在草原牧区及北方普遍存在，而“雌雄双鹿”的纹饰在汉族地区较为少见，也体现了游牧
文化的区域特点。
婚俗刺绣的表现手法也多为寓意象征，如桂花通贵、菱花通灵、蝙蝠通福，男女之鞋并置喻“同偕到
老”等。
民间婚俗刺绣作为乡村姑娘的寄情之物，一针一线中无不闪烁着质朴的人性光彩。
 （三）丧俗中的民间美术 丧礼，民间常称之为喜丧或白喜事，为寿终正寝的老人办喜丧，这是汉民
族民间普遍流行的习俗观念。
民间丧俗中要奉送大量祭品，有面花馍供品，纸扎的金山、银山、房屋庭院、童男童女等，祈望死者
如生前一样生活幸福美满。
（图2—46） 江苏徐州的丧俗中有“过桥”剪纸花样。
人死后灵魂要归冥府，但去往冥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所以平时人要多行善事少作恶，不然会在“奈何桥”上吃尽苦头，这里显然有佛教劝善抑恶思想的影
响。
民间丧俗中的“过桥”剪纸，表现的即是这类传统的题材，当地称此为“送老花样”和“老奶鞋花样
”，是丧俗中用来做送老鞋花的。
徐州地区的剪纸民谣“送老歌”，鲜明地道出了过桥剪纸的内容和主题：“金童打伞，玉女提灯；一
狗一猫，带过金桥；一蟾一鹅，带过奈河；一梯一云，老奶奶上天成神”。
 三、生活习俗中的民间美术 中国民间美术，是一种始终在生活中使用的艺术形态，民间美术的创作
、使用和传承都只能在生活中兑现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中国多民族习俗文化生活是民间美术存活的土壤，民间美术是不断随时间流动的生活形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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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材:中国民间美术》内容中也反映出民间美
术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并注重知识传播公共性的需求和可操作性，注重民间美术教育传承课程模式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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