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滇西学术文丛”总序

蒋永文

　　保山学院的前身为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气候宜人、风景秀

丽、历史悠久的滇西重镇保山，是一所建校已有３０年，主要为拥有１１００

万人口的滇西７个州市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地方师范院校。长期以来，在艰

苦的条件下，学校为该区域培养了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各行业建设者，为

祖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２００９年４月，

学校被教育部批准为保山学院。这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有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学肩负着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任。学术是支撑大学的精髓，学

科是构筑大学的基石，学者是大学精神的化身。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大学

的基本理念。科研和教学是彼此促进的，在教学中，可以激发灵感，开阔

思路，发现研究课题。而研究成果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二者相得益彰。为了给滇西地区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保山学

院必须建立一支热爱教育事业，业务过硬，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为此，学校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形成科研特色，增强科研实力，提

高效益为目标。学校近几年采取了资助科研立项、奖励科研成果、出版学

术论文等措施，来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已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为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提供出版学术论著的园地，学校决定继续

出版 “滇西学术文丛”，出版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相信 “滇西学术文

丛”的出版，一定会对保山学院科学研究的深入、学科建设和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

辽阔的天空，允许大鹏展翅高飞，也允许小鸟上下蓬蒿。广袤的大

地，允许参天大树生长，也允许无名小草成长。我们是小鸟，我们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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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这套丛书，远非成熟完美，作者水平也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期待着

批评和指教。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２００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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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咬定青山不放松

魏国彬

　　作为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的姊妹篇，曲艳玲和王伟两位

老师的 《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研究》再次获得保山学院学术出

版基金的资助出版，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必然，更是一种对 “咬定

青山不放松”学术精神的肯定。因此，在对 《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

艺术研究》获得资助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不得不为学院鼓励老师长期埋

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政策导向叫好！

在一次学院全体教师大会上，蒋永文院长就曾经告诫老师们，科研应

该沿着一个方向走，深入进去，集中搞好一个方向的研究，不要东一榔头

西一锤的，否则，几年下来，什么科研成果都没有，学术成就仍然没有长

进。曲艳玲和王伟这一对伉俪可能是把蒋永文院长的讲话精神真正听进去

的两位老师，他们沿着蒋院长指出的道路一直走下来，收获颇丰。２０１２

年，他们不仅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而且还获得了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

重点项目，现在他们的 《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研究》又通过学

院学术出版基金的评审，这些成绩就是对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种学术

精神的最好诠释。

作为云南艺术的经典代表，云南纸马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此，云南

纸马才会受到著名文化遗产专家冯骥才先生的关注。他组织云南地方专

家，深入田野实地调查，收集整理多姿多彩的云南纸马，最终编撰出皇皇

巨著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除此之外，杨郁生先生也长年

累月地致力于云南纸马的收集与研究，从民俗艺术学的角度切入云南纸

马，成为云南纸马研究的先行者。作为后起之秀，曲艳玲和王伟两位老师

如果不长期致力于云南纸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他们肯定无法另辟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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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超越冯骥才主编的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和杨郁生的

《云南甲马》。正是因为这两位老师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思考，将云南纸

马纳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持之以恒地推进云南纸马的艺术本质还原

研究，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民间文化学的高度开创出云南纸马研究的新

境界。

虽然云南纸马只是一方小小的纸画，但是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它可是

具有丰富的价值与内涵。如果我们对云南纸马不作深入的研究，只是走马

观花，那我们就会把它当做迷信活动的产物，就会忽视它在构建社会和谐

方面的价值，就会轻视它在民间文化艺术上的内涵。认识价值，挖掘内

涵，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即便是长期努力，也

不见得就能够穷尽云南纸马研究的方方面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郁

生先生终生致力于云南纸马研究，但是，他还是给曲艳玲和王伟两位老师

留下了学术研究的空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

因为曲艳玲和王伟两位老师长期致力于云南纸马研究，他们才有可能发现

杨郁生先生在云南纸马研究上还没有涉足的潜在空间，从而找到他们研究

云南纸马的着力点。可见，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是学

术空白的基础，是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

理论研究的深刻性也需要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种学术精神作支撑。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我们仅仅只

看到现象，而不深入现象背后的本质，浅尝辄止，这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的。要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需要我们长期观察事物，持续不断地思

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曲艳玲和王伟两位老师自从踏

进我们保山学院开始，就一直关注云南纸马，持续不断地研究云南纸马。

他们的论著 《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研究》就体现了理论研究的

这种深刻性。《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研究》的逻辑框架是：云南

纸马的构图方法—云南纸马的造型语言—云南纸马的造型原理—云南纸马

的造型风格—云南纸马的造型意蕴—纸马造型的文化精神。这一逻辑框架

不仅全面分析了云南纸马的艺术表象 （包括构图方法、造型语言、造型

原理和造型风格），还深刻揭示了云南纸马的文化本质 （包括造型意蕴和

文化精神），遵循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理。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持

之以恒地研究云南纸马，他们才有可能拨开云南纸马身上的那层迷信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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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才有可能深刻认识到民间信仰是社会和谐的资本，也才有可能依据他

们对云南纸马的深刻认识建构出这种学术理性。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学术精神还会给研究论证提供崭新的材料，提

供新的思维视角，使逻辑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

型艺术研究》在这一方面也有上佳的表现。在谈论爱与感恩、论证社会

和谐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只会按照人文学科的思路来进行拓展，也就是列

举一些爱与感恩的故事，阐释一下社会和谐的措施等。这自然没错，不

过，这只是老生常谈的做法，没有什么新颖感。曲艳玲与王伟两位老师长

期关注云南纸马，围绕着云南纸马阅读文献，收集一切有关的资料，长年

累月，终于在某一天，他们在材料的积累上实现了质的变化。例如，日本

江本胜博士用十余年的时间做水结晶试验，一本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记录了他的心血研究。从１９９４年起，日本医学博士江本胜开始拍摄水结

晶的照片，他将从世界各地采来的水样放入冰箱，在冰即将融化成水的临

界点，用高速摄影技术留下了一张张水结晶图片。江本胜博士发现用爱、

感恩的心对试验水祝福，或贴上 “爱”字，“感谢”“和平”的字在试验

瓶上，经过一段时间，水的结晶特别美丽；用 “战争” “仇恨”的字贴

上，水的结晶特别丑陋。水不但能读各国文字，也能听各种语言，还能理

解各个宗教的祈祷唱诵声：不论是佛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水的

结晶都很漂亮。水可以说是吾人精神能量的传输媒介，感谢、关爱、快乐

等正面的心绪会使水分子产生美丽的结晶；反之，仇恨、嫉妒、压力会让

水分子的结晶丑陋不堪。于是他得出结论：爱与感恩是宇宙的真谛。在这

本书中，运用实验材料来论证爱与感恩的心理活动对物质世界的作用的地

方还有很多。这充分说明，量变的材料积累必将促进质变。总之，从人文

学科拓展到自然学科，以自然学科的实验材料来论证人文学科的观点，这

为云南纸马研究探索到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推进了云南纸马研究的学术

创新。

云南纸马曾经被当做迷信而弃之不顾，受到许多人的否定。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浪潮中，云南纸马终于重新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

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但是，要想真正让云南纸马被大众所认识与了解，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为大众所接受，这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借助长

期的学术研究，深入阐释清楚云南纸马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本质，全面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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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纸马的民间文化特点，拨开云南纸马那层雾里看花般的迷信雾纱，我

们才有可能使云南纸马成为一种真正的民间艺术。因此，让云南纸马走向

大众，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为大众所认可，使社会各界树立 “云南纸马是

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这样的文化观念，而不是被当做一种迷信活动，

这是我们艺术学者长期而又艰巨的伟大使命。

［魏国彬：民族艺术专业博士，保山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主持工

作），教授，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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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民族民间艺术既是揭示民族文化奥秘的 “宣言书”，同时也是一种跨

文化的世界性语言。民族民间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民间百姓生产、生活

的各方面，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当之无

愧的瑰宝。“纸马艺术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民间美术遗产，更是研究文化人

类学、古代哲学思想、宗教民俗、艺术美学等诸领域的重要文化遗产。”①

今天的文化学研究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任何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文

化现象都反映着民族文化精神并构成文化整体结构中的重要环节。然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侵入，这种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

因，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纸马艺术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濒临灭绝。一

代诗哲方东美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中国一向是文化这样高的民

族，历史是这样悠久，但近百年来同西方接触以后，许多文化上的优点，

不仅不知道保存，反倒是去之唯恐不及。这份深深的感喟，何人解得？暮

色苍茫，黄昏夕阳，又何人与我共领此人间愧色？”② 我能体会方东美先

生对时人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痛心，对中国传统文化传薪的殷殷期许。

如今只有在民间美术中还存有民族美质之星星之火，守住民间美术这一方

神圣的精神家园，是所有民间美术研究者使命之所在。

纸马作为民间造型艺术，更让美术家从这些作品简练的构图、明快的

线条、单纯强烈的黑白色彩等方面，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云

南纸马的造型形象或粗疏简率，或朴拙生动，具有有别于内地中原地区纸

１

①

②

杨郁生：《云南甲马》，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版，第８页。
方东美：《赞叹我民族之美质感，感喟于人心之萎靡》，见王月清、李忠梅编

《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９页。



马的独特风格。目前，全国范围内，纸马虽有少数省份仍见传承，但传承

节拍时强时弱，已现式微之势。云南地区的纸马依然盛行，因此，对云南

纸马造型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目的

（一）研究对象

１纸　马

“纸马”是唐代印刻佛像、佛经版画艺术发展的继续。所谓 “纸马”，

据赵翼 《陔余从考》谓： “后世刻版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前

者，名曰纸马。或谓昔时画神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

马。”① 这是关于纸马这一名词解释的较早记录，印于纸上的神佛像和清

以前画于纸上的马都被称为纸马。

陶思炎先生在他的专著 《中国纸马》开篇中就明确概括了纸马与巫

术宗教、民俗风物、民间艺术的有机联系和其风格特征：“纸马是中国民

俗版画体系中的特殊类型，它以道佛之神和民间俗神为表现对象，专用于

民间的信仰活动和礼俗仪典。纸马出现于我国中古时期，但经历了一个漫

长而复杂的孕育阶段，它始终交织着巫术的、宗教的、风俗的与艺术的因

素，其形制与应用也总是与时迁化，因俗异变。作为巫术与宗教遗物，纸

马留有神圣的光晕，传导着时人对神癨与祖灵的虔敬；作为民俗风物，纸

马融入了民间生活，成为民间祈禳心理的寄托；作为民艺物品，纸马又展

露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淳厚的民族风格。它亦圣亦俗，亦奇亦平，亦庄亦

随，堪称中国文化园苑中的一树奇花。”②

“纸马”的民间称谓在全国各地多有不同。研究北京风物的专辑 《帝

京岁时纪胜》一书中，纸马被称为 “云马”“宝马”“百份”。③ 中原一带

称 “纸马”“甲马”。湖南、台湾一带称 “神马”“金纸”“纸金”。山东、

江苏、浙江、河北等地，人们大都称 “纸马”。河南内丘叫 “神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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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赵翼：《陔余从考》第６５０条。
陶思炎：《中国纸马》，台湾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页。
〔清〕潘荣陆：《帝京岁时纪胜》。



“神马”。广州地区称 “贵人”。香港称为 “禄马” “衣马”等。① 而云南

的称呼较多，有 “甲马纸”“纸马”“云马”“纸火”“纸符”“高钱纸”

等。云南各地民间在使用纸马的民俗活动里，由于内容不一，称谓又有不

同，有称 “喜神纸” “转运纸” “财神纸”，有称 “送魂纸” “封门纸”

“利市纸”等等。② 目前，学术界也尚无统一称谓，或称 “纸马”，或称

“甲马”。根据 “纸马”和 “甲马”的定义以及实物比较，我们可以知

道，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 “纸马”和 “甲马”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事

物，它在民俗上是一种神灵崇拜的产物，它的作用是用于趋吉避祸、祈福

禳灾。就笔者的研究和观点，从全国的范围看，“纸马”一词的使用应该

最具有普遍性。③

２云南纸马④

云南纸马专指我国云南地区民间节庆、宗教祈福禳灾祭祀活动中广泛

使用于焚烧的各种各样雕版印刷品的总称。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流传的纸马，人们普遍认为，它能起到纳福禳

灾、驱鬼逐疫、祛病祈安等功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各种宗教神

系兼容，那些是巫非巫、是儒非儒、是释非释、是道非道的神灵鬼魅通过

绘、印等手法而跃于一方土纸之中，内容庞杂而丰富，文化功用广泛而随

意；其造型古朴、稚拙、粗犷；在民俗活动里或张贴，或焚化，或拴系，

或飘洒。今天，从明代始传入云南的中原纸马还仍普遍在云南汉、彝、

白、傣、傈僳、纳西、藏等民族民间使用，且在数百年的文化涵化过程里

各少数民族民间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

‘云南纸马’文化现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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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曲艳玲、王伟：《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７７页。

杨松海：《云南纸马的源流及其民俗寓意》，载 《文化遗产》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曲艳玲、王伟：《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７４页。
在云南地区，民间对纸马的称谓多种多样。在学术界目前也尚未统一，或称

“纸马”，或称 “甲马”。就笔者的研究和观点，从全国的范围看，“纸马”一词的使

用应该最具有普遍性。详细论述参见曲艳玲、王伟的论著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

读》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四节。

杨松海：《云南纸马的源流及其民俗寓意》，载 《文化遗产》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纸马融入云南民间百姓生产生活、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等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百姓眼里它是神圣的祭祀用品和沟通人神的工

具，这方小小的纸马联系着一个神圣的世界，具有某种人力所不能及的神

秘力量和特殊功效，它承载着人们太多的冀求和愿望，它是民间信仰的神

圣载体。

从整体上看，源于汉族纸马的云南纸马艺术在色彩和造型观念上大多

还保留着古代汉族民间纸马的审美思想，同时也融合了少数民族在色彩、

造型及精神文化上的审美感受，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它在绘制技

法、用线、色彩等方面都与其他地区的纸马有着一定的差异。云南纸马在

造型上采用民间传统意象造型的手法，追求形象的夸张和变形，以其大胆

取舍、对称饱满的构图，沉着单纯、原始古朴的色彩以及富于想象的构成

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①

（二）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何在？本书试图对云南纸马从造型艺术角度进行总体

性审美研究，在此基础上将纸马艺术置于人类的文化系统之中并作为文化

的载体和符号加以考察与阐释，洞悉云南纸马艺术现象背后的中国传统文

化内蕴，关注其中蕴蓄的伦理道德文化意蕴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

意义。

云南民间百姓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来对待审美和艺术创

造。这一方纸马在民间百姓心中是一个 “神圣的空间”，每一个造型的空

间形式对他们来说都是 “神圣的”。在民间百姓看来，云南纸马造型形象

的确立意味着某种神圣的、合主体目的性的保佑力量或吉祥因素的确立，

它们会带来子孙满堂、延年益寿、五谷丰登、财源茂盛、居行常安的好

运。在人们的心目中，纸马形象一旦确立就被赋予了神奇的效力，这种神

圣的效力也构成民间百姓弃恶扬善人生观的内在规定力量。所以我们可以

说，云南纸马的世界乃是一个道德的世界，是普遍生命创造不息的神圣空

间，因此对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的研究最终都将归结到这一造型空间的文化

本质上来。这也是本书题目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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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云南纸马的起源发展、发生机制、创作心理、地域特征以及生态保护与

传承等更多内容请参考笔者的著作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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