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氍戛二：至：冬
睨宝诚

黄ilI『，楚巾华民族的文化摇篮。地处黄河小下游的河南省，芊F巾华民族的历

史发腱巾·oi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距今7000至8000余年前，任豫L}l的靳郑和豫西广袤上地上，Ⅲ现了举世阐

名的裴李岗文化，与浙江省的河姆渡文化南北变柑辉映。此时的先民已掌握了烧

陶技艺，其有朦胧的审美意识，蚌反映到El常巾活之·h如他们已知Hj绿松仃和

骨簪做颈饰和头饰，烧制H1用做玩具的小网球、小羊、小狗、小猜等。文明的曙

光照在巾原大地上。

发端干六匕t年前的仰黼彩陶文化，由于在豫西黄河南岸的渑池县仰韶村首

次发现I町得名。这·时期的人类，已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彩陶的出

现，标志符人类史明新的跨越。

叶1原义是中国符方部族iL集之地，从I巾奠定r巾华民族多元化的体系。史传

≯皇五帝之占的伏羲氏，曾枉淮刚建都(古称宛丘)；黄帝，在豫中的新郑有遗

址可寻，他的后裔颛顼(高剐氏)和帝喾(高辛L乇)，曾在濮阳和像东的商l}‘

带建都。炎黄二帝以尼、虎为阿腾，即龙虎文化，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中华民族

共同的比族性格和民族意识，成为凝聚中华民旗的精神旗帜。

公元前16世纪至ll 1廿纪，生息在河南东{{|；的尔夷部族芊F，卜胀建立腔商}朝，

持续五?i百年，创造r空前灿烂的股商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的骄傲。存安阳小电

殷墟出十的震惊世界的硎雌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造剐宏伟壮观，铜鼎上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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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精美。值得一提的是除fllIf纹饰外，已出现r奇体的雕塑纹饰，在壮界青铜

文化史·f·享有极高的声誉。

从已}|I上的文物看，殷毛朝曾制造出世界l：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及提花丝织

品菱纹绮，迁有精美的刻纹n陶；出七的玉器中柯圆雕人形、浮雕人形和人兽同

体的图腾造型。出士的象牙杯、铜镜更运用了线划、浮雕和宝石镶嵌等多种装饰

手法，令人叹为现止。I：述种种．无疑是我同历史上发现最早的工艺美术精晶。

巾同进入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中．洛阳曾为九朝战都，开封为七朝故都，中原

依然是全国歧治、经济、文化的小心。由r河南古代灿烂文化的深厚秘淀，除了

地卜埋藏着大革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在中原广大地域，军今还继承、流传、蕴藏

着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民间J=艺美术，这些十富多彩、肜式各异的乡上艺术，被

争家们称之为“地l：的活文物”。

iII『南的陶瓷，在历史f：处J：领先地位．对国内外部产生过较夫的影响。仰韶

彩陶闻名于l!}。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先民便已采用高蛉土烧制门彩，黑陶，并已

出现了刻纹白冉，成为我国最早的瓷器。早商时还出现了原始青瓷，也是我同的

首创。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始于南北朝l斫盛于唐，至令匕有1500多年的历史。唐j

彩的造型以码和女俑为代表，{fI上文物为同之至宝。早枉宋代便已闻名丁世的全

国五人名瓷，河南居其三。钧瓷产丁禹州神匣镇的钧台一带，敞名钧瓷。钧瓷胎

厚，釉色多变，其帘变效果神奇莫侧，有“入窑-色，出窑万彩，吐无双者”之

美誉。官瓷以占朴庄重，釉色润美如玉而为瓷中瑰宝。北宋时期官窑烧制历史很

短，产量极少。宋徽宗时，电只供皂室内部使用，故名官瓷。汝瓷产于河南汝州，

始f-．．it宋初期。汝瓷造型多仿占，彤制端庄，釉色明亮透澈，釉中隐纹纵横随意，

恰似蟹过留痕。汝瓷是古瓷巾的一宝，历来为中、外收藏家的珍品。此外，河南

的民问陶瓷窑u的分布遍及全省。重要的有青釉瓷、黑白釉陶、青花釉陶瓷。还

有一种绞胎釉瓷，产于修武，源于唐宋，制法足将白、黄，灰、绿等不同瓷泥条

变错糅台在·起，入窑后产生行i流水般的奇异纹饰效果，又称透花瓷。北宋末

靖康之变后透花瓷消亡数百年，于1985年恢复烧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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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艺美术的繁荣，溯本求源，与宋代遗存的淳朴占风息息相关。“曾经沧

海难为水，除去粲园总是村。”当时的东京(开封)，以其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

化，而成为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束自全国各地的民问艺人，以其独具

风格的艺术创造，使东京汴架的民间1：艺呈现出琳琅满目．繁荣多姿的特质。

据来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百岁寓翁《枫窗小族》及有关史料记载：宋代

京城，民间各种t艺作坊与规模较大的宋廷“百作”作坊变相辉映。制作、展示、

出售各类民间手工艺品的“铺席”遍布京城。而民间工艺则渗透于人们的衣、食、

住、行、娱诸多方面，如术版门神、灶神纸屿、雕版捌经、汴绣、剪纸、纬丝印

染、皮影傀儡、面具镂刻、灯彩纸扎、风筝扇画、陶瓷器皿、各类玩偶、罐皮雕

漆、比间绘画等不胜枚举。伴随繁荣的东京“瓦肆”、“鬼市”(夜市)和趋于完

备的“团行”、“铺席”、“扑卖”及多样他的民间节令习俗活动，作为民俗文化载

体的I='毛间工艺，展示出其动人的风采和勃勃生机，其巾多数工艺品，历经千年延

传至今，仍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众多类别的玩具中，最具代表性、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淮阳

泥抛狗。淮阳古称宛丘，亦称陈，相传为人祖建都、葬身之地。每年农历二月二

到_三月三有人祖庙会，会上fl{售一种称之为泥泥狗的泥捏玩具。淮阳人祖庙会的

原始主题是祭祀人祖、生殖崇拜。淮阳泥抛狗伴随占老民俗应运而生，成为神圣

的吉祥物。淮阳泥玩中，最突m的形象是被当地人尊为人祖的人衙猴，造型半人

半猿，绘有毛发，下身绘有女阴生殖符号，显示了母系社会早期的殳阴崇拜。淮

阳泥泥狗中还囊括r许多奇异的图腾造型，如玄鸟(猴头燕)、双头兽、多角兽

等，这些奇禽异兽的造型已超越现实，充满神秘、虚幻的感觉，释放出原始艺术

的魅力。

得益于北宋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术版印制的门神、灶画逐渐取代r隋唐以来

手工书写绘制的桃板、桃符，而碴行推广于民间。

开封朱仙镇术版年画，足有1200余年历史的古老木刻艺术，至今仍传承于世，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蜚声国内外。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中外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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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X注。R术、苏联及一欧的儿个国家均编撰m版r仃关朱仙镇午画的帅粜、著

作，给r了极高的评价。

值得·提的足：公元1127年，北朱术年靖康之乱后，宗室南辽，木版年画艺

人或{疫金兵俘获，被迫北上，或背』F离乡，网处逃散，流落人汀南北，与‘≈地艺

人结合，创造派生H1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陕西J札翔、山乐潍坊、i．I-It武强、

天津杨柳青等不同地域、风格的木版年画，丰富了术版年画的艺术形式。但朱仙

镇术版年面，作为中国木版年画舁讯的地位，已水载史册，成为河南的骄傲。

河南刺绣T艺源远流长。北宋时期曾瞪府监，书管丝织印染，下置文思院(负

贵州样设计)、绫锦院、染院、制造院和文绣院，足t4-f1生产供皂审和臣僚们享

JH的岛级纺织品的々业机构。宋绣亦称忭绣，属全国五人名绣之一，分实”1装饰

和观赏棚大类。其中纯现货之书画绣和舣面绣、名画绣下令仍是JF封iF绣的拿手

绝活，驰名海内外。

像曲·带灵宋等地，处豫、陕、晋一省交界，化f黄河tI·游的黄土高原之卜，

这里民风淳厚，刺绣、剪纸、面花、皮影、布制玩具异彩纷晕。

K问剪纸，存巾艏i人地极为普遍。据考iIE，早在3000多年以前，殷商时代的

先陀们，便有r镂空的审美意识。市实上，剪纸这一名讧J，最早见丁出生在河南

巩义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彭衙行*-诗中的“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说明

庸代剪纸已任民俗中m现。到了宋代，为适应节日习俗的需要和商品经济的发腱，

民问开始出现以剪纸为，L的专、lk艺人。南束周街的《志雅堂杂钞》一书巾，便详

细记载了京都?F梁Ⅱ肆中出售剪纸的盛况：“向Ⅲ都人街，有剪纸样者⋯⋯”足

见剪纸艺术在术代已桕当繁荣。

剪纸艺术，在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中，得到r顽强的传虚和发展，闪烁着

自身的光芒。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比俗文化的形成，K问鹑纸将不断变异、更新。

螂纸弃!现代生活小的装饰功能将更趋多样化。

除上述以外，桐柏、罗山、灵宝的皮影，灵宝、沈丘的向化，浚县、糟封、虞

城的泥塑玩具，济源的天坛砚，郑州、洛阳、-fq峡的澄泥砚，南阳的五雕和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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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工艺，南阳、平顶山、洛阳、新乡的根雕艺术，开封的风筝，洛阳的宫灯，还

有近年来开拓发展的现代民间绘画、铸铜工艺、奇石造型．麦秆画工艺等新工艺

品种，体现出在新时代民问工艺的崭新面貌，展现出新·代民间艺术家们的新观

念，突出表现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传统的创造力。

中原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品种浩繁，灿若星辰，具有很椿的历史渊源和文化

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有过称雄的辉煌，今天

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美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综合学术研究价值。

研究中国丈化，不能不研究中原文化．不能不研究中原民俗文化。研究中原

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是重要的一环。

同首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由下阶级的偏见，民间艺术处于白生

自灭的状态。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教育界、文化界进步人士方始将其文化视点向

这一方面倾斜。但这对于汪洋恣肆的民间文化的海洋来讲是散漫的、脆弱的和零

星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令天，·切传统文化和传统现念正接受严峻考

验，民间艺术赣以七存的士壤——民俗文化逐渐趋向消亡。社会的经济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必将直接影响到民间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我们国家已经走卜了大工业生产的时代，比西欧一些国家晚了差不多一个世

纪。西欧各国的T北化始于19世纪，他们的政治家只瞻前不顾后，导致20世纪

的乡土文化几乎绝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艺迅速消失，如令追悔莫及。西方实

现工业化导致乡土艺术消亡的教训，我们麻该记取，引以为戒。如果我们使优秀

的文化传统中断，便永远不会像文物那样再从地下发掘出来。其后果同样是一种

对民族文化生态的破坏，导致人们心理、精神卜失去平衡。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

护，绝不仅只是为了古老的民艺不致失传，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需要。一个失去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可能是一个独立

的民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现代科技与文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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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今天，IfT外一些有远识的艺术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东方灿烂多彩的民问

艺术，从巾汲取1；i三向未来艺术的启迪。长期被冷落乃至遗忘的乡土艺术，又呕新

被现代人评估它们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住改革开

放之后的东晤方文化撞击IfI，传统文化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

神，已充分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历史的变革，·个新时代的起龟。我们将告别漫漫的农业

文明，迎柬黄金般的盛世。与这种新旧更替同时并存的，而H永远不会磨火的，

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文化精神。Ifli这种文化精神具体承载形

式中最具民族性、群众性，最具生命力的，是至今仍存活存山野乡村的民间艺术。

它是远古吹来的风，携带着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凶r，从物艟内容到文化

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哲学信仰，无所不包地、光彩夺目地折射出古代人民的生活

方式、生存想象和审美意识， ·代义·代地传递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民间艺术具

有一种令人敬鼹的崇高美。

在中国的历史}：，民族文化曾和某些阶段被无知荒唐地虐待过。而存今天，

一个清醒、理性、雄心勃勃的民族，将一定会对自己历代祖先创造的优秀传统文

化充满无限的敬意。栽们企盼着，若干年后，我f『J不会为博大而辉煌的民间艺术

的沉沦与湮灭而发出沉重的毗息；我们企盼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最终

成为全人类的精神lIl富，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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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立魂系汝瓷
汝瓷具有独特Z术价值，且断代8()【l

余年，传I!i=者极稀，破说为珍品。新巾I叫

成征后为恢复其生产，小少汝瓷艺术家

为之奉献心血和才智，宋史t印是其代

表人物之一。朱史立曾任汝¨『市汝瓷一

J g,q J—k，汝瓷研究所副所长，汝瓷博物
馆削馆长，高级工程帅，是I叫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昔，平珩l山市专业技术拔尖

人彳+；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巾闰科
技考。叶学会理事、中国陶瓷争业委铀会

委员、巾I司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吲【亡

问上艺美术人师、汝卅『市朱氏汝瓷有限

公_j董事艮。

朱文口门1976年从事汝瓷研究『怍

币令，先E,6／FN成功临汝窑Ⅱ绿釉、灭监

釉、月白釉、葱绿釉。1987年4门研制

成功了汝官瓷天青釉，轰动r闻内91、陶

瓷界。1988年7月通过r轻【部和河向

省科蛋鉴定，填补了我国“汝窑”这项守

门，使断代800余年的汝宫瓷再现千t}I=。

朱文在的重人研究成果被戴入

《1992午中嘲技术成果人全》，荣获省、巾

科十点进步奖和单项焚近211项。1993年朱

史口上f々完成省科委下达的“主丰清凉
寺汝官瓷的仿制”科技攻关项¨'通过r

肯科委鉴定。1994年8爿荣获”联合㈣

技术情息促进系统”颁发的“发明创新科

技三二犟”奖；1998年获“苗届L}l国国际

民矧I：艺博览会”余奖；1999年获“全

国民间『+艺美术IS法人展”·等奖；2000

年5门获《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纪之光》

“优秀丰人公”奖。他多次麻邀参加国际

及伞嘲占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伍国内

外发表冉影响的汝瓷论文20余篇，被誉

为“汝瓷的传人”，被Il本々家誉为“大

}!：『瓷第·人”。朱文■历经10多年研究与

丌发，终r往汝¨l城l～发现末代御用放

官窑址和宋代汝JHlI新窑嚣，揭开了L}l国

陶瓷史}：这两大丁占谜冈。朱文立的救

瓷作品以其“汁水莹J争，如堆8旨然”平¨“光

泽柔平u，明亮透底．南含水色”而受到各

方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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