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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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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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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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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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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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彬

作为邻居，尽管我自以为我相当熟悉王伟、曲艳玲
这一对伉俪，知晓他们的家庭生活，关注他们的美术创
作，了解他们的学术研究，但是当他们请我给他们的学
术专著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写几句话时，我
仍然感到相当为难———我乃无名小卒，为人写序不符合
名家写序的惯例，但是我还是应承下了这一任务，因为
在当前学校学术研究转型之际，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
他们的学术路径。

一

曲艳玲老师一家刚从北方来时，我们来保山已经快
有半年了。当时，我们只知道曲艳玲老师是我们学校唯
一一位毕业自八大美院 ( 鲁迅美院) 的美术研究生。我
们还在惊疑，她怎么会选择云南?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这一对夫妻喜欢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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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跑，喜欢逛保山坝的集镇，什么板桥啊，河图啊，汉
庄啊，哪儿都去。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们两家交往多了，交流的话题也就自然少
不了他们的游逛。特别是曲艳玲老师，每到一处，她都
会将她的收获告诉我们: 下村的 “豆粉”特别好吃，河
图的 “街子”是在哪一天，板桥古镇的 “青龙街”让她
迷恋不已。

妻子总是对我说，曲老师一家太喜欢逛 “街子”了。
那有什么好逛的? 妻子不解，我也不解。当时，我总认
为曲老师和王老师是画画的，对田野不会有什么兴趣，
跑田野对他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曲老师坐在后门口，似乎在画着什么。实
际上，曲老师画画的情景我已经看到过多次，于是，我
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逛 “街子”一定是去写生。我
把我的猜测告诉妻子，她也非常赞同我的结论。

等到他们告诉我有关纸马的事的时候，我才感到既
惊诧又愧疚。他们说，保山板桥西庄有一个叫张元文的
纸马雕版艺人，手艺相当不错。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快要
失传的艺术，于是就向张元文师傅订购了一套纸马雕版。
按理说，我所学的专业属于那种需要经常跑田野的专业，
我也去过西庄若干次，但是我却没有发现有什么纸马。
而且，我也没有他们那种气派，会掏那么多钱去订购一
种不实用的玩意儿。我不解，妻子说他们是把钱打漂漂。

也许我们是真的误解了他们。当他们买来 《云南甲
马》等许多有关纸马的书籍，说起要研究纸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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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真正觉得他们对纸马的关注不再属于一般艺术爱好
者那样的爱好了，而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关注。作
为一种濒临灭绝的民俗艺术，纸马能够遇上他们实在是
一大幸事。

2009 年，我参与了保山市隆阳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的申报工作。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曲
老师和王老师的眼光独到。他们逛街子，不仅是为了写
生，为了速写，为了摄影，而是行走在田野上，深入实
地调查地方民俗艺术，发现有艺术价值的地方文化，最
终希望在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游逛，我才明白，
他们原来是想在田野调查中有所发现。

二

曲老师学的中国画，王老师爱好书法，他们一道专
攻国粹艺术。他们善于创作，倾向于形象思维，因此，
他们总认为自己的理性思维不强，缺乏学术研究的能力。
于是，他们恶补艺术理论，把吕品田的 《民间美术观
念》、唐家路的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等等学术书籍
都反反复复看了多遍。

他们俩总是在我面前说起他们的理论功底不足，希
望我能够帮帮他们。我知道，学术研究不是帮得出来的，
而是需要自己的领悟，能够发现别人不能够发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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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深入进去，即便是别人再怎么启发，也是枉然。
毕竟，隔行如隔山。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介意我的胡
言乱语，总是听取我的外行建议。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争执。
有一次，我们谈论到名称问题，究竟是 “甲马”还

是 “纸马”?
我倾向于 “甲马”。因为我觉得 “甲马”已经被广泛

使用，具有云南地方特色，其证据就是 “甲马”已经被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他们倾向于 “纸马”。他们觉得，定名 “甲马”只是
某些学者的一厢情愿，并不具有广泛性。从历史文献来
看，“纸马”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全国各地的称呼也较多
地指向 “纸马”。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王老师马上就打电话给张元
文师傅，询问张元文师傅叫什么名称。张元文师傅的回
答让我们很吃惊。他说，这种民俗艺术，民间不叫 “甲
马”，有的地方叫 “神马”，保山本地则叫 “纸火”; 甲
马是文化普查的时候那些调查者定的; 而在纸火中，甲
马的数量并不多，仅仅只有五六张是甲马，并不能代表
所有的纸火。

尽管我们当时没有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是这个问题
却启发他们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当看到 《云南纸马的
艺术人类学解读》一书的文稿时，我发现，他们对 “纸
马”名称的探索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田野调查，而是深入
到纸马艺术的文化本质层面，挖掘出了 “纸马”这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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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独特内涵。无疑，这对我们理解 “纸马”这一民俗
艺术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世人眼中，只有在田野调查中才能够有所发现，
才能够探索到文化本质，闭门造车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
的常态。

我觉得，这只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历史上，书斋学
者也并不鲜见，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就是在书斋
中完成其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金枝》的。学术研究
的方法不应该只有田野调查，还应该有小组讨论、文献
梳理、理论思辨等，甚至还应该将田野调查与其他方法
结合起来运用。只有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我们才能
够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正是由于曲老师和王老师具有自谦的品格，所以他
们才没有局限于一己之思，而是在广闻博涉历史文献的
基础之上，将小组讨论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运用理性
思辨不断探索问题的实质。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探索纸
马艺术，这样的做法最终使他们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
境界。

三

在电子工具普及的今天，学术著作速成已经成为家
常便饭。在电脑的便捷帮助下，原文复制，全文粘贴，
一本学术著作看起来几乎都是资料的堆砌，没有一点独
到的见解，更遑论学术创新。学风日下，这已经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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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事实。
曲老师和王老师虽然不是那种非常踏踏实实做学问

的大家，没有做到 “十年磨一剑”，但是他们在 《云南纸
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这本书上还是花了很多心血。从
开始调查到完成书稿，《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这
本书确实历时三年。

当然，时间对学术研究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评价
一部学术著作，并不是看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而是看
这本书是否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否能够实现学
术理论的逻辑系统性。可以说，这也是曲老师和王老师
的学术追求。

回顾前人有关纸马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大多研究
都是随心所欲地捡拾民间的纸马民俗，走马观花地梳理
纸马的民俗意蕴，浮于表面地描绘纸马的文化内涵。能
够立足于艺术的本质层面探索纸马，能够全面系统地建
构纸马艺术理论，这是像曲老师和王老师这样沉得下心
的研究者才能够完成的任务。

我们阅读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这本书，
可能会觉得语言流畅性不够，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同时感
觉到这本书的学术深度。它以严谨的逻辑构建出纸马的
艺术生成历程，从艺术发生哲学的角度深入探索纸马的
艺术本源，为纸马研究开辟了另一片学术天空。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不仅描述了纸马的历

史发展历程，还揭示了纸马的社会心理发生机制。它从
原始崇拜出发，深入剖析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态，撩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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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观念和民俗文化观念的雾纱，把握纸马的社会心
理动态过程，最终揭示出纸马的文化本质。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云南纸
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具有它的独特性。它以纸马的发
生、发展与传承的历史为纲，以艺术发生学与艺术生态
学为理论基础，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深入剖析纸马的历
史变迁，显现出极强的学术理性和理论系统性，在学术
深刻性上实现了对纸马艺术研究的突破。

四

通常而言，研究方向主要取决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和
兴趣。因此，很多老师都是从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出发，
专门研究自己喜欢的选题。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是真
理，碰壁的时候很多。我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无论是
做课题，还是发表论文，以自己为中心的做法并不可取。

学术研究并不是一门兴趣性的工作，而是一项社会
性的工作。一个普通教师的学术研究并不是自由的，他
的选择总是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是因为，课题
立项和经费拨给由相关主管部门决定，评价学术成果由
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研究成果的出版也由相关主管部门
资助。无论是哪一种学术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社会。
研究者要想获取学术资源，就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社会
规律，就必须满足社会需求。

曲老师和王老师也许没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但是，
·7·



他们的研究确实遵循了这样的规律。他们的选题来自民
间，他们的选题着眼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
们的选题符合学校打造特色学科的需要。

我们学校选择什么样的学科建设方向，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只有确定了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学校才
能够集中精力打造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而选择什么样
的学科建设方向，这当然得考虑地方文化资源和学校的
人才资源。从地方文化资源来说，保山自古就是少数民
族地区，哀牢文化是保山最有特色的文化资源; 即便是
现在，保山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大花园，也不乏丰富的少
数民族文化资源宝藏，如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的苗族服饰，彝族的镲、大钹等。针对地方文化资
源，打造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学科，这是
一所高等学校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从人
才资源来说，学校引进的人才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比较具
有优势的可能还是民族艺术，在研究成果方面民族艺术
也较为突出。特别是作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重要
条件，民族艺术与文化旅游研究已经得到众多老师的关
注。因此，把民族艺术作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来发展，
这将是学校学科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学校向本科转型，学科建设在学校发展的地位
日益突出。曲老师和王老师撰写的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
类学解读》似乎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2010 年 4 月，他
们申请的有关纸马的省级课题顺利立项。7 月，他们的学
术专著申请学校科研基金资助，又再次成功。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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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他们的学术研究真正把握了学校内涵升本和学科
建设的发展脉动。

总之，在田野调查中力求有所发现，在谈论切磋中
进行本质探索，在理论构建中体现学术深度，在方向选
择上把握社会需求，这是 《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的学术追求。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我的这些感悟不见得
准确，失之偏颇也未可知。不过，如果我的理解对读者
阅读本书有一点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 魏国彬，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艺
术专业博士研究生，保山学院副教授，学校学科带
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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