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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职责无非是两个：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四川美术学院设计专业

的一批学者，因为身处西南地区，热爱民间工艺，四处奔走、考察、收集、整

理、研究工艺文化生态，一方面是从知识学角度探求工艺文化学理，为学生提供

认识民间工艺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针对性出发，去描述西南地区民

间工艺现状，表达对文化生态危机的忧思和见地。

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以民俗为中介，其物态特别是基于实用的建筑、器物、服

饰、装饰等，自然是值得保护的对象。但是，如此民俗中存在的观念特别是基于

民间崇拜的天道信念、人文关怀与精神诉求，在现代社会中却十分难以保护。其

间人与自然即人与造物的共生、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并存，皆因个人主义和消费

主义盛行而遭遇挑战。不可否认的是，人的集体化、生态化和诗意化生存，早已

不是整体而是局部，就大多数情形而言，也早已不是现实而是梦想。人类正处在

青源法师所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时代。至于我们是否还能回到“见

山依然是山，见水依然是水”的境界，很难说。起码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

国，还看不到这种希望。

最近我去意大利，目标是庞贝。途径那波里，路见垃圾成堆，但参观附近的

庞贝古城，其考古发掘规模巨大且规范完整。他们没钱装扮城市却不吝保护历

史，这和中国动辄以巨资打造形象工程却难舍分文投入民间文化的做法，形成鲜

明对比。体制不同难论对错，所以我非常赞成本书作者所提出的，在旅游产业、

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中国，首先要搞清楚保护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比如民间

扎染工艺，我们要保护的是符合生态的植物染料染色和保护有文化底蕴的传统纹

样的扎染（手工）工艺，而不是鼓励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化学染料染色，或为了

满足现代审美需要而采用的现代图案的扎染工艺”。但保护要花钱，钱又是政府

管着，而政府官员只听上级官员而并不听学者的，这显然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出于这个原因，每每读及此类著述，我都深为感动又深为感伤，感动于作者

一片赤诚之心，感伤于呼吁之声收益甚微，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

识燕归来”——而这后面一句，仅仅是心中的期待。

奉余强先生邀请，是为序。

2011年6月23日

四川美术学院桃花山侧

何以保护民间工艺文化生态

王 林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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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文化生态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造物形态的关系为轴心，以揭

示人的生命状态、生存境况以及如何才能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为目的的一种

理论研究和学科建造。这既是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所提出的现实诉求，也是

工艺文化研究到现在的一种必然走向。

民族工艺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因为人与自然的

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造物的关系往往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而加以体现的。要揭示人类当下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是否符合人文生

态的规律，离不开对民间尤其是对一些边缘民族的生存境况、生命状态的观照。

相对于城市主流文化而言，处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一直

是比较密切的，在她们所创造的文化中蕴涵着更多的生态智慧。在社会发展的今

天，要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探寻人类如何才能审美地生

存、诗意地栖居的问题，无疑在民族民间的工艺文化中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云贵川渝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千百年来，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积淀深厚、博大灿烂、缤纷迷人的民族民间文化。由于历史

与地理的原因，许多地方相对封闭，迄今仍然保留着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间工艺

文化，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

与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生态性结构。它包括人的自然性、

社会性（政治的、道德的）、文化性（自然的人文“化成”）和精神性（意识、

艺术以及升华意义上的审美）几个方面构成的多重存在的整一性结构。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种多重存在结构也表征着生态性特征：其一，人以自然性存在为基

础；其二，人的社会—文化—精神性存在作为整体性、复合性结构，形成一种反

馈环，从而作用于人的自然存在，促成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人们在创造各

种满足自身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工艺品类的时候，铸造了人恢弘的个体生命及人

的群落特征。在这种自然感性生命的体验中，在存在本能状态中会感悟到生命

激流的涌动，显示着人类是生态运动过程中最具活力、最具有自主创造的生物

种群。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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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造物之美？在一般的人本视域中，造物之美必然是人的创造性之美，是

人在自然面前展示人的价值之美；在生态性与生存性体验中，造物之美必然需要

肯定这种创造性与价值性之美，但其更肯定这种体认是生命共生共荣、互惠互利

状态中的显现，这不仅在于创造人的价值，更在于创生生态系统的价值，创生生

命共同体的价值。而生命共同体的结构状态，通常是人类文化对自身思维与认识

所作的不同方面的诠释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哲学观念层面上，我们才可以把

民间工艺看作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体系，见之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鲜明的民

族、地域特色。

我们知道，文化是在适应环境的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会形成不

同特色的文化，人类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文化差异性构成支持各民

族社会生活和谐而持续展开的基本条件，是民族生存体系的核心价值。在当代历

史条件下，民间工艺文化保护的关键在于切实地维护文化差异性，也即维护一定

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在我国历史上，不同地域便形

成了诸如齐鲁文化、楚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它特有的构

成方式及其稳定的特征，这种文化的构成方式便称为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并非人

们主观计划或设计的产物，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所谓民族

风格和民族特色，包括艺术的和物质产品的风格特色，也正是民族文化范式的一

种表现。

人是文化性的存在物，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人类生存的符号性、包容性、汇

聚性和传承性，还在于人文“化成天下”的转换性铸就了人类自身的演替和进化

的脉络。所谓文化生态，就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生成与转换的自然生

态与人类生态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态运行、演替、进化的机制与特征。将西南地

区的民间工艺作为研究对象，是想说明人的存在与人创造的工艺的存在都是关系

性的存在，也是生态性的存在，是呈现人在生态家园中共生且自由的存在。所谓

生态性存在，是指人在自然生态家园及生命共同体中与其他家族成员形成的和谐

共荣、互惠互利的关系。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归宿不是回归于人类自身，而是

回归于自然。人类的发展必须推进自然生态的和谐演进。因此，对生态的觉醒启

悟着人们理智地、自觉地把握和追索人类生存的本真，并且和谐、合理地理解并

践行生存的本来意义。近年来，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围绕着“物”所进行

的民族的、历史的、民俗的、艺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对于讨论其

文化生态提供了参照。我们权且从实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个方面作如下总体的把

握与划分：

民间工艺文化

表层  物质层
媒介     文化内涵

主体     文化心理
深层  观念层

中层  民俗活动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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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按这样的系统构成划分来开展对民间工艺文化生态的研究与论

述。其中，工艺的造物形式是我们进行研究所需的直观的外在依据，它构成了工

艺物态系统的基础层面。从这个层面我们见到的是物质形态的结构及其所表现出

来的形式美的因素。

工艺文化与民间岁时节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许多民间工艺都是藉各式各

样的节令民俗活动来展示的，民俗是民间工艺的载体，它处在民族民间文化、社

会心理、宗教信仰等精神形态的深层和外在物化形式中间，成为沟通两者的桥

梁；民俗活动成了汇集、应用、展示民间工艺文化的场所，构成了工艺文化系统

的中间层次，是联系主体和媒介的纽带。

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在他的《工艺之道》为代表的众多著述中，将

深奥的工艺本质理念以合理的言辞加以阐述，说明了民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

性。柳宗悦认为工艺之美是按照宗教的原理来体现的，是由无名的工匠在自然、

传统和实用性的支持下生产出来的，与佛教的他力道思想相符；工艺之美则有着

超越个性的普遍意义，也与不二法门的思路相重合①。因此，无论是日用杂器还是

无名工匠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美，这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对美的绝对认知

泸沽湖旁的摩梭民居。

（张开聪  摄）

① 柳宗悦.工艺文化[M].徐艺乙，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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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基础就是实用性。就是说，工艺之美是基于实用目的之下

的“用具之美”。要符合实用的要求，必须注重材料、造型及用途。同时符合这

三个条件，并且造型自然毫不做作时，即符合健康、朴实、生态的精神。

把握“物态、民俗、精神”三重结构系统，是将民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

淀，常常与精神心态互为表里；民俗常常借助工艺的物态形式来表现民俗文化中

的诸多精神实质。因此要全面认识民族民间工艺文化，必须通过它的外在形式，

考察其在民俗活动中的应用情况，研讨其内在价值，历史成因；分析其艺术表现

的传统怎样才能在社会互动的中心为自己提供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表达方式。

民俗审美活动是最能够显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能够和谐自由地体现

人类生命精神，展示生命活动本真状态的人类活动方式。它需要以人类特殊的生

态审美体验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深层次地考察人类生态化生存的优质化、

未来性和诗意性状态。鉴于此，我们走访了西南地区的一些老镇、一些村寨，收

集和整理了部分民族民间的工艺品类，体察了文化内涵丰富的民俗活动，试图从

一个侧面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和谐、人际关系的生态和谐所赋予人类永续性

的生存与发展的神奇与魅力。当然，本书所要探讨的西南地区民族民间工艺文化

的生态问题，是从民间工艺作为文化生态的视野来切入的。与传统学术研究不同

的是，本书并不局限于有文献记载的学术史研究的范围，而是以田野调查为重要

依据，把书面文献资料同实际走访有机结合在一起，以便将民间工艺的审美放入

现代生态学理论的视野下加以观照，以揭示其生命活动本真状态的人类活动方

式。同时强调研究的现场性、可靠性和原始性，目的在于赋予民间工艺文化生态

的研究以真正的活力和现实的生命力。为此，本书并不刻意去追求理论的系统性

和严密性，而是注重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去透视民间工艺文化所隐含的生

态哲学观念，把民间的造物活动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寻觅其中

的造物动因。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

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

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我们试图通过这一课题的考察和探讨，提出民间工艺

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对人与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探索如

何重建人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与文化生态共存的和谐空间。可以说，在现实情景

下，“文化生态”观的建立，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了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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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边湿地的独木舟，风景如画。（余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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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艺文化生态的亲和力与包容性
        ——贵州黔东南苗族姊妹节的盛装

人的生态性存在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必然状态。所谓生态亲和力，主要在于以

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为基础的和谐、亲情与共生性的交往互动。其本义应该是人

在情感、意志体验下的互通性，即人与自然能够在主动性的生态交往中，情感性

地体验对象。而生态的包容性意识是以生态亲和力为内在价值和动力的。它不仅

需要人类自身的亲和与亲情性交往，更需要人类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吸纳对象世

界，认同生态系统中每一个分子、生命共同体中每一个物种及生命个体存在的可

能性和现实性。人的生成性本性使自身既能够亲和性地善待自然万物与自身，又

能够在生态亲和力的启悟中创生新质，在“心师”“模仿”自然万物的生成中润

滑、繁育自身。这便是人的生态性存在。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态性生命存在的

灵魂境界中体验、创生着生命的灵性，活化着感性生命的肌体。贵州黔东南台江

县苗族千人踩鼓舞的壮观景象就带给了我们充满生命灵性的心灵震撼。

台江是苗族聚居最集中的县份，堪称“天下苗族第一县”，有“苗疆腹地”

之称。而苗族俗定于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姊妹节，则主要是

在老屯乡，母亲带着女儿参

加姊妹节踩鼓舞时的盛况。          

（余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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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台江县施洞镇一带的村寨。施洞，又名施洞口，古称石洞口，位于台江

县城北35公里的清水江畔。施洞苗族大的区域自称“嘎闹”，小的区域自称“方

浪”，属于旧称“黑苗”的一部分。

踩鼓是整个苗族社区参与节日活动的重要方式，到了姊妹节那天，家家户户

的少女都要穿着盛装参加“踩鼓舞”。据说施洞镇的老屯乡是姊妹节的发源地，

我们一行第一天就从凯里直接驱车翻山越岭去了老屯乡实地采风。

汽车到达老屯乡时已是上午九点过了，一路上只见姑娘们三五一群，身着节

日盛装，有说有笑地从相邻的山寨聚向清水江畔的踩鼓场。不一会儿鼓场上人头

攒动、熙熙攘攘，让人目不暇接。姊妹节简直成了“丽人节”。这天天气出奇的

晴朗，阳光肆意地挥洒下来，照得女孩子们满身的银饰光芒耀眼，点缀着的是靛

蓝的手织布和玫红艳丽的各类刺绣盛装，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鼓场成了姑娘展示服饰风采的舞台，看热闹的人群，摩肩接踵，场面壮观，

这时候无论是远方的客人还是当地的人，都会往鼓声聚集。鼓声响的地方叫踩鼓

场。此时，踩鼓场上姑娘们自发地手牵手开始围成几层大圆圈，踩着鼓点，圈子

中心由一两个长辈敲击着大鼓，各寨的姑娘不断加入踩鼓队伍中，圈子越围越

大。只听银光闪闪，环佩声声，姑娘们踏着击鼓的节奏声翩翩起舞，舞姿轻盈而

欢快。其动作特点是踏二四拍，主要动作有“四方舞”“六方舞”和“旋转步”

等。其头、肩、腰、臀各部位的动律均稳定在一节拍时控中统一进行，和谐统

一。由于大多是穿盛装、戴较重的银饰，因此舞蹈时手的摆动、脚的迈开、身子

旋转的动作都不大，只能用漫步、碎步轻微踩动，动作婉丽柔和，婀娜多姿。在

舞蹈的“动”中，肢体只是一种媒介，是符号的外壳，本质上是由不同舞者的内

在生命力的集体的“动”，来表现人在生态世界中那种丰富的、韵味无穷的化性

品质。这种生命的形式，充溢于舞蹈者之间的节奏与韵律，也同样地可以辐射到

围观的观众。单纯而又充足的生命激情，富有活力的肢体运动，使一种放射着生

命力的生态化表征显得异常的强烈。此时，她们身戴的做工精巧的银饰也会随着

音乐的节奏以及舞步而发出整齐的声响，感动着每一个参加集体活动的男人和女

人们，这种娱人与娱己体现出人的生命灵性之境，可谓生态之境，亦为审美之

境。这种审美的生态之境最能启悟人之生命“灵性”的创生，同时也能激励感性

生命体的跃动。

跳舞前还可以看到母亲亲自为女儿打扮盛装时的动人情景，每一个做父母的

人，当看到女儿穿戴得如此漂亮和体面的时候，便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幸福。女

儿在这个时候就是自己一家的“形象大使”，代表着家庭的骄傲。前来参加踩鼓

的姑娘不仅是本村的，也有很多是来自外村的。有的姑娘由母亲陪伴着从很远的

地方赶来，还有其他女伴挑着担子或挎着篮子，里面装的是分量很重的银饰。姑

娘们穿戴色泽鲜艳的绣花服装，从头顶到衣衫上都佩戴着光亮耀眼的银饰。据有

关专家考证，黔东南的苗族服饰是世界上品种最多、工艺最复杂、最绚丽多姿的

服饰。单从种类来分就有一百多种，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苗家女子身着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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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身“银甲”，雍容华贵，秀丽端庄，她们的打扮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真

正成为了节日的主角。姑娘们在体验和享受集体舞带来的生命律动的同时，也在

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和精湛的刺绣、银饰工艺。我们发现，踩鼓舞之所以

重视苗家姑娘和所有青年的角色地位，是与维护苗家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和增强民

族地域文化认同的意义分不开的。

据当地的县志记载，苗族姊妹节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居住在长江

流域、环太湖地区的苗族先民们情爱婚恋生活的历史，作为一种民俗、婚恋、社

交方式传承至今。苗语叫“浓嘎良”，它以苗族青年女子为中心，以邀约情人一

起游方对歌、吃姊妹饭、跳芦笙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等为主要活动内

容。被喻为“藏在花蕊里的节日”，是“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

在每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凡没有银饰盛装的姑娘，节前几个月甚至半年以

前的更长时间，父母就为其忙碌起来，父亲忙着筹钱为姑娘打造银饰或购买银

饰。银饰是苗族姑娘盛装时最华贵的装饰了。在苗族看来，银饰是光明与富贵的

象征，主要有银冠、银角、银扇、银簪、银梳、耳环、耳柱、项圈、压领（银

锁）、手镯、银牌、围腰链、银披肩等多达五六十种。他们有自己的银匠，打制

的各种银饰非常精巧，比如一顶银冠，上有银花、银铃、银雀、银蝶等几十甚至

几百件饰物，这些银饰件片中都浮雕、阴刻有他们的图腾物或花鸟虫鱼等各种图

案，重达1千余克。而全身披挂，佩戴的饰品可多达五千到八千余克。

母亲主要负责为姑娘刺绣花衣。因为一套银饰盛装很昂贵，至少需要几万元

台江姊妹节，着盛装的女孩

在母亲的陪伴下，站在村口

欢迎客人。（余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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