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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
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
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
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
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
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当时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
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
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
；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
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
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
粹。
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
理境界作具体探讨。
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
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
这当能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
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重联系现
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
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
，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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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艺术特色。
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
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
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
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得注意。
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所述，对
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
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
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
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
，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
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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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阅读中华国粹》丛书囊括占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
风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杨晓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风筝》就是其中一册。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风筝》共分七章，内容包括：风筝的历史、制作、放飞、流派、名家名品、体
育竞技、民俗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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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最大的风筝    潍坊风筝艺人解汇泉制作的板子、硬翅和立体相结合“鲤鱼跳龙门”风筝，近似四
张乒乓球台那么大，堪称风筝“王中王”。
它高10米、宽7米，面积74平方米。
两柱华表顶天立地，两条巨龙盘绕，龙门分三层，底下是金鲤戏浪，二层是莲花座，最上层是三条鲤
鱼跳龙门，金色艳丽，制作精美。
放飞时，用拇指粗的放飞绳拴在汽车上拖着跑。
风筝升入空中，最上层的三条鲤鱼上窜下钻，左冲右突，朝着龙门跳动。
观众惊讶之声还未及出口，鲤鱼又猛地翘首翻滚，整个风筝造型宏伟，龙门与鲤鱼作协调有致的舞动
。
令人大开眼界。
    二、最小的风筝    在1985年的潍坊国际风筝会上，潍坊风筝艺人唐延寿刷新了我国最小风筝的记录
。
在一个火柴盒里装有三只紫燕风筝。
这三只配套的小风筝，被取名为“子母燕”，制作别致，色彩明快，乍看像从邮票上剪下来的，细看
才发现，这是扎、糊、绘都极为精细的半立体式风筝。
骨架是薄若蝉翼的竹片，筝面是上等丝绢，是在放大镜下制作的。
其中最小的一只长2.5厘米、宽2.4厘米。
    三、最长的风筝    一条350米长的龙头蜈蚣风筝，1986年4月2日轰动了渤海滩放飞场，引起了在场22
万观众的瞩目和赞赏。
这条龙头蜈蚣风筝是我国最长的一只风筝。
制作这只龙头蜈蚣风筝的是潍坊杨家埠87岁的风筝老艺人杨同科。
他们祖孙三代一齐动手，精心设计，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扎制完成。
特别是风筝的350个腰节，为了保证起飞，对每节的绑扎十分仔细，在选竹料、重料上都严格把关。
当风筝乘风而起、搏击长空时，引来了中外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四、一次放飞最多的风筝    一根风筝线接连放起108只风筝，是由硬翅风筝组成一串放飞的，取梁
山108位好汉形态各异的特征、姿势。
这是潍坊风筝艺人杨连仲制作的“梁山好汉”风筝，创了一次放出最多的风筝记录。
该风筝是按硬翅类人物风筝制作，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108人的名字依次绘画。
表现出各自的特征，每只风筝高l米、宽l米，双翅上绑结了鸡毛，使其形成升力片，在风筝的最前面
，设计了一牌匾，书写“梁山好汉”。
风筝放飞后，110米长的1 08只风筝随风摇摆，极为有趣。
    五、飞得最高的风筝    在我国北方，有一种硬翅燕子风筝，人们都叫它“钻天燕”。
50年代，天津风筝艺人曾制作、放飞过，在适宜的风速中，撒了300米风筝线，风筝能起飞到200米以
上。
难怪人们好奇心重。
用这种风筝进行过多次风筝升高比赛。
这种风筝在京、津、潍一带极为普遍。
风架包括头、双翅和腿三部分，主要靠双翅起飞，它的翅膀富有弹性，向前翘起，因翅膀中部是主要
受风区(约占半个翅膀面积，并向翅膀中部的上下方延伸，上方部位略小)，即最佳的起飞范围。
当风筝飞上天空后，这个部位因面积大，成为构图与装饰的中心，风架左右对称，彩绘对比强烈，线
条粗犷。
潍坊的白眼燕子三色风筝，就是这种风筝，风筝艺人在扎好的框架上糊上蓝、绿纸，划出白眼，用剪
刀剪出尾巴。
天津的硬翅燕，则色彩斑斓，放飞后，随风起舞，直升高空，流彩飞霞。
北京风筝艺人称这种“钻天燕”风筝的放飞为“竖旗杆”，顾名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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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种风筝飞得高。
升得快。
    六、最重的风筝    有一只用141尺的确凉布制作的，名字叫“春燕”的平面软体风筝，重150多公斤
。
这只风筝的造型，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燕子，长方体，风架由粗长竹组合，用的确凉布作风筝的装饰，
羽毛为黑色，突出白色的眼睛，嘴是红色，共92平方米。
原计划携带一人飞升，后因风力较弱，没能成功，但风筝却顺利放飞成功。
这只风筝放飞时，是用载重量为八吨的卡车牵引的。
    七、最会唱歌的风筝    198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只长10米、宽5米的风筝起飞时，用一辆解放牌大
卡车牵引。
上面束装的竹哨捆扎起来，有马路上水泥电线杆那么粗，发出的巨响酷似三叉戟飞机起飞时的呼啸声
，可谓风筝奇观！
这就是最会唱歌的“板鹞”风筝。
“板鹞”是南通风筝的代表作。
这类风筝是在六角和八角风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面“连星”风筝。
有七连星、九连星、十三连星等。
凡是板鹞风筝都带有音响，音响分三部，即高音、中音、低音。
由于音响分成三部音调，其声如交响乐一般。
板鹞造型工整，绘画内容为吉祥、福寿，如“八仙过海”、“麻姑上寿”“福在眼前”、“鸿福齐天
”等。
风筝上装有“哨口”，呈长圆管形或圆筒形。
制作材料有秸杆、鸭鹅毛管和竹管等，发音尖细、清脆、悦耳，从短到长，自细到粗，依次排列在板
鹞风筝的上半部。
属高音部。
“口”又称“响铃”，圆形，小口用白果壳、龙眼壳、栗子壳或蚕茧刻制。
·中等口用各种口径的葫芦作材料。
最大的口状似笆斗，声若黄钟。
口面用薄木削制，再用生漆贴粘。
大口属低音部，中口为中音部，自上至下依高中低音部排列。
板鹞风筝上装置“哨口”的数量，是根据风筝的尺寸大小、制作材料和负荷能力而定。
一只“哨口”齐备的风筝放飞上天，五音和谐，声震长空，似天籁神曲，传自心霄之外。
东风越急，哨音越响，方圆数里，人皆闻之。
    P1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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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民俗娱乐活动和艺术形武，风筝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如今的风筝，以其精巧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种类繁多的风格样式让人们爱不释。
由杨晓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风筝》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广大青少年去认识、了解风
筝文化。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风筝的历史、制作、放飞、流派、名家名品、体育竞技、民俗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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