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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引申为本土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事业发展的积极社会因素，2005
年国家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地区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学费，国家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工作的意见》。
2006年2月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十一五”计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发展方
向。
新世纪初叶悄悄走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短短五年中一路升温，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非
物质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走到了同一个现实的生存空间。
跨入新世纪，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面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多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尤其是乡村社区的
民间文化传统，在主流文化与国家文化理念的价值观中发生着深刻快速的变化。
在当下的中国，现实生存所激发出的价值需求，已开始超越和打破原有文化传统自发性、约定俗成的
价值观，时代在召唤和催促着中国一个文化自觉传承和文化创造时代的到来。
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走入急剧变革的中国，不仅仅意味着狭义的不同文化类型保护的单一问题
，在现实中，决定非物质文化传统可持续的重要因素往往是由许多非文化因素决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价值观在中国的认同和普及推广，打破了旧有官方和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分野
的樊篱，使长久处于边缘、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化开始拥有与官方精英文化平等的文化身份。
作为非物质文化主要传承群体的乡村农民，开始作为文化的传承主体得到社会价值的文化认可。
虽然，在社会体制上农民离真正的文化尊重还相差很远，但这种价值观的倡导和实现已成为必然。
反思近百年来民间文化的处境，大都处于一种社会化情感资源的使用，我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感情往往
是暖昧和淡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的提出，使不同民族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价值突显了出来
。
这使21世纪初在中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具有了更深层的文化基因价值的认知意义。
非物质文化概念的提出使民间文化具有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价值认同。
应当说，民间文化是作为具有民族社区发展价值和文化多样性标志象征的社会资源，进入国家文化理
念和主流文化视野的。
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知到非物质文化作为社会资源（资本）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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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内容简介：民间文化是作为具有民族社区发展价值
和文化多样性标志象征的社会资源，进入国家文化理念和主流文化视野的。
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知到非物质文化作为社会资源（资本）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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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1——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新探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的公共性／1非物质·关于精神遗产的理解／6——《活态文化》写作札记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
分类／11关于民间美术分类相关问题的探讨／20中国多民族乡村的文化资本与新农村建设／27无形遗
产申报·文化尊重离农民有多远／31——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申报手记关注现实，以无形遗产申报
推动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3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现状问题研究／42民间美术保护的文化原则／48心灵的谱系／52——不同民族乡村生活中
的色彩象征正在消失的母亲河／57——作为无形文化的中国民间剪纸剪花图典／66——中国乡村习俗
生活中的剪花娘子与剪纸金钥匙／77——靳之林和他的中国本原文化探源丛书太阳-符号的信息／79—
—不同民族的太阳文化观符号的故事／92——人类的生活与美术青年群体是一个民族面向未来的文化
基点／106文化的身与心·走进西塘／109生生不息的福地／112——一个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活态基因
库国家文化遗产日·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正在开始／115中国皮影·人类的文化遗P=／118人类文化遗
产·对话的桥梁及其灵感的源泉／120——中国剪纸与芬兰史诗《卡莱瓦拉》娜拉与中国剪纸／122—
—挪威现代舞戏剧《寻找娜拉》中国剪纸版舞台美术设计手记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公共空间的传统节日
／126——关于中国文明转型期节日文化的思考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田野调查方法／130——文
化遗产学系本科田野教学纲要朝向人类心灵的谷底／136——奥地利文化遗产考察手记主要学术及艺术
活动／147田野考察年表／149后记：崛起中的复兴·一个文化自信与开创的时代已经开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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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八、日本的“民艺运动”和“造乡运动”日本的“民艺运动”是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由日本著
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等人发起的，倡导保存日本民族文化，保持民艺淳朴天然的人性美学品
质，并积极地向社会生活中的民众推广质朴纯真的民艺之美，使民艺之美进人工业化时代的日本生活
。
日本民艺协会及日本民艺馆在这项运动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应当说，在20世纪高度现代化的日本社
会，“民艺运动”对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品质的传承与留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的“造乡运动”0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期，由于乡村人口急剧集中至城市，对日
本传统生活方式和手工艺传统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加大了城乡的差距。
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生活使人们对物质过于依赖，刚刚摆脱了物质生活贫困的日本人在生活里凸显
出心灵与精神上的缺憾，人们开始关注生活中正在失去的乡村人文资源。
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是“造乡运动”的先驱者，他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访问，思考如何更好地挖
掘乡村富有乡土特色的自然资源、景观资源、生产资源以及人的资源，营造一个天然人情、淳朴优美
的故乡，以吸引那些寻求回归大自然、体验淳朴的城里人。
“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一村一品，互不雷同。
“造乡运动”鼓勋乡民们从自己做起。
宫崎清为许多町制定了社区生活文化的蓝图，位于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是宫崎清指导的样板，他在
这里发现并挖掘了具有泥土气息和可持续的手工生产资源，并开展了生活工艺运动，成立了生活工艺
馆，建立了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作坊车间，观光者只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体验各种传统
手工艺制作。
“造乡运动”使三岛町人不离乡、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
日本排名最末的雪乡小町——高柳町，人口少，自然气候多雪寒冷，但居民成立的“开发故乡协议会
”经过上百次的论证，创意了建村构想，成功地打造了“茅草屋之乡”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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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关注的一种事实，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中国迅速地升温
，并能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国家行为和社会热点，也正是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因素推动下发展而
来的。
全球化强烈侵蚀、冲击着传统的非物质文化，但也激活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信仰的守护信念，激活了人
们对世界单极化发展的抵制，对文化多样性的珍惜。
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还包括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提升，包括文化创造力和
文化生产力的提升与拓展。
非物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价值观在中国的认同和普及，首先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一种实现，
其次才是文化传统本身。
作为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乡村，而乡村里的农民群体是世代传承非
物质文化的主体，其中乡村劳动妇女更是具有普遍性意义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体。
中国乡村的农民群体以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身份登上主流文化的历史舞台，这应当时几千年农耕社
会前所未有的盛事，人民作为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给以确立和尊重，这是民族精神崛起
的真正象征。
打破农耕时代官方、精英与民间劳动者文化分野不平等的人为价值观，肯定人民对中华文明持久性同
样作出的伟大贡献，这是国家意识在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一个划时代的举措，也标志着全球化背景
下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与文化创造时代的到来。
伴随着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入中国，新世纪初的五六年里，我们赶上了一个开放而又充满着
开拓机遇的时代，中央美术学院自1980年开始，两代人为了在美术学院的舞台上为民间美术立一足之
地，经历了许多风雨起伏的坎坷，也付出了艰辛而又执著的努力。
我和我的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自2002年开始，为中国民间剪纸申报教科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经历了一千多个勤奋工作的日日夜夜，也经历了心灵感动和不平静的许多不眠之夜。
能为中国乡村劳动妇女群体申报世界遗产，这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荣幸。
我从事剪纸申遗工作实际做了六年，是时间最长的项目，申遗项目越接近尾声，越发感受到中国乡村
妇女弱势的社会处境，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女性社会问题。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关注上的不断升温，到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艰难的社会现状，我们在田野调
查的过程中不断去发现、思考，激动而又痛心，我们知道真正的文化尊重与文化权益离农民的道路还
很长，很艰难，但我们从农民从乡村妇女的生存心灵中看到了生命顽强的力量和质朴无华的人性希望
，人民对大自然与文化传统的敬畏与守护，使我们看到了民族生存的底性，也看到了民族顽强深厚而
又丰满的文化之根。
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为生存去做“学术”，不仅为学院中民间美术学科的薪火相传，也为乡村的农民
群体去争取应得的文化尊重，我们不只是用知识和专业经验去做项目，我们在用生命的全部能量去做
好每一个实践的细节。
这本拙著结集的是在做申遗项目过程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方面的文章，其中反映了我在
田野考察与项目社会实践中的一些认知和思考，我从许多生活的常识中获得了很多精神启蒙。
近三亿的农民工为生存背井离乡；踏上城市的土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壮阔和顽强的自发性生存行
为，这种民族群体为生存的自发性情感内驱力，才是文化复兴的真正力量所在。
所以，民族精神复兴的实现并不在文坛对文艺复兴的呼唤与争论中，民族精神复兴的萌芽在生活的大
地上、在人民的生存心灵中已悄然开始。
人民的大地上正在积聚着面对现代社会和时代生活的新能量。
源自生命的涌动和生存价值选择的自发活力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时代复兴的步履正是在这样一种文
化活态的广阔生活情境中迈开有力的第一步，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复兴曾经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复
兴同样是在人民的大地上揭开人性觉醒的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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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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