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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尺度、生活与砚　　历史像一把特殊的尺，人类在这里丈量自己的高度。
尺的一边是以人类的共享普适的文化与艺术形式为尺度。
她如一种公制，记叙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创造的核心实力和高度。
尺的另一边是以各个民族的深藏民间的民俗文化和艺术为尺度。
她如一种曾经流行的市制，标志人类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的民间特征及其人类学性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
　　这里所举的公制和市制，并无绝然的褒贬之意，只是就所谓雅文化与俗文化做一个另类的划分。
文化以文而化人，公制与市制的说法是企图从化人之流传与影响的角度，从文化人群的辐射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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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回返式的文艺复兴时代。
就近现代历史而言，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19世纪中晚期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直
到20世纪中后期持续至今的后殖民文化思考及其影响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无不体现身处急骤变迁中的
人类，对于传统文化的呼唤及其精神性的眷恋。
“反者道之动”。
这些文艺运动都强烈地觉悟到文化进程中灵魂缺失、形式苍白的弊端，觉悟到文化异化的根深蒂固的
顽症，从而回返文化的源头，回返草根生活的根基，去那里复活生生不息的泉源，策动新的文化创生
的力量。
在这些艺术运动中活跃的往往是来自平民阶层、深受民间土壤抚育、呼唤着艺术根性的激情的人们。
古往今来真正有着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们，无不深受着那种多元而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的抚育，都对承
载着这些独特文化的广阔的田原和民间生活寄予铭心刻骨的爱。
因此，在他们那里，历史之尺的两面是互通的，双重尺度以不同的文化形态深深地蒙养和塑造了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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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民艺与民俗　　二、“民俗”——民间习俗　　将“民俗”解释成民间习俗，可能会有民俗学
家指出不够全面，说民间习俗只是民俗的一部分，并非全部。
我读过一些关于民俗学的书，他们喜欢从定义出发，先是英国人怎么说，后来英国人又改口怎么说，
最后转了一圈，才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群体所固有的“传统生活文化”，包括民间信仰、习惯、语言
等。
我之所以对“民俗”的解释，并没有去求教于外国人，而是从汉字的字面上，因为这个词也在中国的
古语中出现过。
但是“民俗学”的建立却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民俗”一词在现代使用，比“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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