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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民间艺
术创造世代承传，生生不息地在发展着，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同时，负载着宝贵的人文精神
，给人以传统的审美教育。
　　记得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初夏，我第一次去河北邯郸磁州窑实习，那里的民间陶瓷匠师们的创造精
神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在湿暗的窑洞里，他们在进行成型和装饰工艺，熟练的技艺引人人胜，特别是
刻花和画黑花，那种富于情感的艺术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最初感受了民间艺术家的创造智慧。
　　后来有机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组进行“宋代定窑装饰纹样”专题临摹和整理，并听取陈万里
和孙瀛洲二位先生讲授定窑瓷器的发展及其特点，我再一次领略了河北制瓷技艺的杰出成就。
在以后又相继接触到唐山的瓷器、皮影、泥人以及武强的年画、获鹿的土花布等，可以说河北的民间
艺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朴素无华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造型观念，塑造出的器物形态和艺
术形象，给我以亲切的感觉，激发着人们的生活热情，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
河北民间艺术那种淳厚率真的风格给我的印象，如同当年读孙犁先生散文的感受一样。
　　古老的燕赵大地孕育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和优良的艺术传统
，反映着善良勤劳的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生动地体现了他们的美学思想。
从专业创作设计的角度来看，民间艺术家们的根本创意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者的能
动作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民间艺术虽然没有成文的理论著作流传下来，而是通过口授心传，在学习技艺的同时掌握创造的观念
，继承传统的设计思想和工艺思想，这是和作品同时存在的精神财富，其中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认真地
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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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老的燕赵大地孕育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和优良的艺术传统，反
映着善良勤劳的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生动地体现了他们的美学思想。
从专业创作设计的角度来看，民间艺术家们的根本创意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者的能
动作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民间艺术虽然没有成文的理论著作流传下来，而是通过口授心传，在学习技艺的同时掌握创造的观念
，继承传统的设计思想和工艺思想，这是和作品同时存在的精神财富，其中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认真地
发掘和研究。
　　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民间艺
术创造世代承传，生生不息地在发展着，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同时，负载着宝贵的人文精神
，给人以传统的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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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由远古到先秦的印迹：河北地区古建筑的滥觞　　第一节　由穴居到地上建筑：河北地
区古建筑的起源　　一、泥河湾文化遗址——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　　（一）泥河湾文化遗址
的发现　　20世纪初，人们还处在一个寻找人类起源的探索时代。
当时，人类起源“非洲论”已是无可争议的论断，然而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却从来不愿遗漏人类
历史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秘东方一直被欧美知识界所注视。
但直至大清王朝走向覆灭，西方的知识界（当时主要指传教士）才得以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国策
，来到这个对他们来说充满神秘的伟大国度。
以天津教堂为中心，外国传教士开始在华北、东北一带活动，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化界人士，当然不会
放过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
　　1921年泥河湾附近矗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其神父文森特将传教之余收集来的动物化石送交给英
国地质考古学家，引起了后者的兴趣，此为西方学者研究泥河湾之始。
1924年法国学者德日进在考察萨拉乌苏的途中经过张家口，与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一起考察了泥河湾
地质层。
通过这次考察，巴尔博写成了他的科学报告，并将泥河湾阳原县盆地内的堆积第四层系河湖地层称作
“泥河湾层”，定为最具典型和标志性考古地层，即国际上公认的“第四系下更新统标准地层”，奠
定了泥河湾层的科学价值和国际地位。
　　关于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是否存在原始人类和史前文化遗迹，外国学者曾经有过大胆的推测
，也引发过激烈的争论，均因考古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但正是这些外国考古专家、学者的一个个大胆的假想和梦想，才驱使后人为那些神秘的谜而努力求索
。
1930年，德日进和另一位学者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
期有人类活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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