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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娱乐是农业生产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许多文

化娱乐活动，都是在农业生产中，或者在农业生产活动之

后产生和举行的。今天，我们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娱乐

活动，都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有关，比如人们伐木时喊的号

子，捕鱼时唱的渔歌，庆祝丰收之后的舞蹈和聚会，等等。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朋友的物质生活需求逐渐得到满足，

人们开始转向了对文化生活的追求。除了劳动生产外，文

化和娱乐活动是农民朋友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享受和追求。

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艺术修养和

文化素质，为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文明提供支持，我们精心

编写这套丛书。丛书重点介绍当今广大农村地区极具影响

的文化休闲、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民间娱乐等内容，对

喜爱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朋友，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对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有一定的帮助。

我国农村地区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文化娱乐活动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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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又纷繁多彩。本丛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水平所限，在

内容选取和安排上或许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朋友谅解。

在此，对热心帮助和无私支持我们的专家学者及领导表示

感谢。

最后，祝愿广大农村地区繁荣富裕，祝愿广大农民朋

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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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什么是工艺

工艺是实用艺术的一种，又归于广义的造型艺术。工

艺是工艺美术的简称。通常指的是在外部形式上经过艺术

的处理、带有明显审美因素的日常生活用品、装饰品这一

类实用艺术。它以 “工艺”和 “美术”的存在为前提。工

艺是指将材料或半成品经过艺术加工制作为成品的工作、

方法、技艺等；美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

或立体形象，使人通过视觉来观赏的艺术；工艺美术则是

指用美术造型设计与色彩装饰的方法和技巧来制作各种物

品的艺术。

中国传统工艺，是历代中国人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和

精神需要，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手工技艺所创造的手工艺

品以及相应活动的总称。作为中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特征，又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鲜

明个性。中国传统工艺有烧造、铸锻、织绣、印染、编结、

木作、髹饰、营造、装潢、扎糊、剪镂、刻印、画绘、雕

绣、塑作等技艺类型。现在被习惯地划分为陶瓷、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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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织、漆器、家具、编结和雕塑等几大门类。

工艺起源于人类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是人类起源的

直接佐证。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工艺学会揭示出

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

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工艺大多为劳动人民直接创造，是人民群众艺术创作的基

本形式之一。作为艺术的一种，它是从手工业生产分离出

来成为独立的部门后才形成的，高尔基在 《论文学》中说

过：“艺术的创始人是陶工、铁匠、金匠、男女织工、油漆

匠、男女裁缝，一般的说，是手工艺匠，这些人的精巧作

品使我们赏心悦目，它们摆满了博物馆。”可见，工艺是对

手工产品进行造型和装饰的美化技艺活动，是在历史上形

成的与物质生产直接联系着的工艺文化。工艺是绘画、雕

塑和书法等艺术之母。工艺的范围广泛，品种繁多，通常

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将它分为日用工艺和陈设工艺两

大类：前者指经过装饰加工的生活日用品，如花布、茶具、

餐具、灯具、绣花织品、编织物、家具等；后者则专指供

观赏用的陈列品，如象牙雕刻、绢花、麦秆贴、金银首饰、

装饰壁等。另一种是从制作特点和艺术形态的角度，将工

艺分为传统工艺、现代工艺、装潢美术、民间工艺四大类。

工艺的制作，常因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

技术水平、民族习尚和审美观念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时

代风格、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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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工艺渊源

中国传统工艺始于旧石器时代。那些凝聚着原始实用

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

可谓传统工艺的初始形态和中华造型艺术的先导。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石器、玉器、骨器、木器、漆器、

织品和编结物，特别是陶器，鲜明地显示了中国传统工艺

兼重实用与审美的造物思想和设计匠意，显示了先民把握

材料和技艺的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遵循。

商周时期，中国传统工艺有了划时代的进步，物品的

实用和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加强。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

和宗教意识，使之普遍具有崇高的美感。原始青瓷和漆器

获得初步发展，而青铜器和玉雕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工艺，显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早

期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精神的崛起，使重视

实际功用和社会人生的价值追求，与继承原始文化传统的

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艺术形式有机统一。由此产生的活

泼奔放、雄强古拙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品上

得到充分表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整个意

识形态上的转折，造成工艺格局和价值追求的变化。生产

中心渐由北方移向南方，造物趋向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

崇尚主体精神的价值倾向和清静、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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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工艺的整体发展。青瓷、建筑和宗教工

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传统工艺在初唐和盛唐获得全面发展，呈现繁荣

发达的景象。染织、烧造、锻金、髹漆、木作的技艺水平

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

和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唐代工艺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总

体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匠意和丰满富丽的形态特征。

在宋代，中国传统工艺形成比较成熟的范式，较充分

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发达的手工业

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促进了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

谐发展，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工艺

美学风范。这在瓷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代工艺所揭示

的造物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蒙古族统一中国后，传统工艺有一定的发展。染织工

艺的织金锦，烧造领域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

出贡献。受尚武的游牧文化影响，元代工艺风格趋向粗犷、

豪放和刚劲。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强盛时代。传统工艺随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而跨入新的阶段，丝织、棉纺、印染、陶瓷、

漆器、金属器、家具和建筑装饰等品类全面发展。明代工

艺继承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方面推进，

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

中国传统工艺在清代更臻完善，其品种之繁多、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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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湛、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集大成的局

面。导源于贵族审美趣味的以技巧取胜的价值观念，在清

代工艺中进一步强化，风尚日趋矫饰雕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格局、产品结构、

工艺思想和艺术风格呈现另一番面貌。沿袭清代制式的传

统工艺，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日趋衰落，而适应时代要

求的现代工艺则迅速崛起、蓬勃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传统工艺虽然失去了原先在实用领域的主流地位，却以手

工艺特有且不可替代的高情感优势，全面地转向审美领域，

构成补偿机器文明负效应的必要的审美文化形态。

第三节　中国工艺思想

尽管缺乏完备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中国古代有关

工艺思想的阐发却十分丰富。从圣哲的经典文论到工匠的

口传艺诀，从 《考工记》 《营造法式》 《天工开物》 《髹饰

录》《园冶》《陶说》《绣谱》等工艺专著到 《燕闲清赏笺》

《辍耕录》 《闲情偶记》等文札笔记，都记录了古人有关工

艺本体、工艺创造、工艺美学的思考，并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道器、体用等范畴的认识，规范了

中华工艺思想的本体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中国人认为工艺造物是宇宙本体的一种现象。作为宇

宙生命运动普遍规律的 “道”，无形却表现于有形；其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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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便构成具体事物，这就是 “器”。有如车室皿器之类

的具体事物，一切工艺造物皆属于 “器”。因此，传统工艺

思想主张 “道体器用”，即以道为体 （本体），以器为用

（现象）。对工艺造物，古人常以 “器用”相称，便是把它

理解为一种现象性的存在。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器为一、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

不可割裂。在中国人看来，虽是现象性的 “器用”，工艺造

物却绝不是脱离宇宙生机系统的东西。它被嵌定在一个生

机的关系网络中，像其他社会事物一样，担负着体现包括

自然和人文在内的宇宙之 “道”的神圣使命。中华工艺思

想主张顺乎自然，物以载道，器以象生，表现出重道体、

讲关系、求和谐的倾向，都是这种宏观本体论的反映。

就世界微观构成而言，中国人把工艺造物的妙用视为

宇宙大道的具体体现。传统工艺思想阐明，现实中具体事

物的体用关系表现为实体和作用的关系，即所谓 “器体道

用”。也就是说， “器”是具体事物的形质之体，而 “道”

则是扶持该形体的妙用之基。例如，以车为体，则以乘为

用；以器为体，则以贮为用。这种意义上的 “用”，并非事

物形、色、质、构的客观属性，而是 “以人为依”的作用

或功用。显然，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 “道”，不是那种大而

无当的抽象存在，而是关怀人生、切实具体的功用。诚因

如此，中国哲人直言：“百姓日用即道。”

传统哲学在具体事物上揭示的体用关系，是中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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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致用为本、重已役物的理论依据。所谓 “开物成务”

“备物致用”“立功成器”，都是要求工艺造物以其实际效用

利益天下人生。这种重实践、贵人事、尚功用的本体观，

是中华工艺思想弥足珍贵的内涵。应该指出，以人为依之

“用”，不尽然是便利的物质功能，还包括成就理想人格的

教化作用。就造物对人的全面占有要求和文化本质的充分

实现负有责任而言，这种物用论是深刻的。当然，偏执的

理解也往往导致以宣扬伦理道德之 “用”压倒甚至取代物

质生活之用的消极倾向。如古代理学家所谓：“天下无一物

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使

不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的一个侧面，工艺本体观难

免会浸染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有关工艺创造观的原则性阐述，可见于中国最早的工

艺典籍 《考工记》。书中指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意思是说：工艺创造

势必涉及时间节气、空间地理、材料物性和行工技艺四项

因素。只有综合把握和利用它们，才能够获得精良的产品。

体其精神，不妨把这一原则概括为：合以求良。

“合以求良”是 “天人合一”精神的演绎和体现，显示

出一种力图全面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高远意图。

就技术内容而言，这一原则昭示了中华工艺创造观的一些

有积极意义的具体思想主张。结合 《考工记》对制弓工艺

的具体论述，我们可以对 “合以求良”做几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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