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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间美术 民俗与古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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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传说的三皇之首伏裴氏就诞生在甘肃境内

的古城纪。这里也是黄帝族早期主要活动的

地域之一，东部又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

地。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文化底蕴极为丰

厚。 7800 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孕育和产生了

我国最早的彩陶，绚丽多彩的马家窑文化彩

陶被誉为新石器时代世界彩陶之冠，而秦安

大地湾发现 5000 年前仰韶晚期居址地画，

被视为我国最早的民俗画。从汉代起，丝绸

之路贯通甘肃全境，甘肃成为欧亚大陆贸易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外文化的重要

交汇之地3 甘肃自古以来，有众多的民族在

这里聚居3 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的

双手，发展塑造出气势恢弘博大精深的敦煌

文化艺术，现已被世人所瞩目。甘肃另-文

化宝库，就是分散在广大城乡、活着的、有生

命力的宝藏-一一民间美术品，皮影、剪纸、刺

绣、荷包、石刻、砖雕、木雕、面花、木偶、纸

扎、农民画……这些民间美术宝藏是我国数

千年文化艺术长河的载体，是甘肃各族劳动

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艺术瑰宝。它质朴，纯

真，丰富多采;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不断发展

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根"

与"源"。这些大量的、极为丰富的远古文化

遗存，完整地保存了我国极其丰富的原始图

腾文化和古老民俗风情，保存了我国先民们

传统的哲学、美学、艺术和造型艺术体系，为

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美

学、艺术学领域，提供了许多可追溯和借鉴

的信息，被学术界视为极其宝贵的"活文

物"。甘肃的民间美术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



史上的艺术珍品，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

宝贵的资料，是伟大的敦煌艺术产生在甘肃

的根源和沿袭，显得更为珍贵和难得。

庆阳教师王光普，从 1958 年就开始深

人到甘肃东部农村，靠着他微薄的乡村教师

工资，省吃俭用，自筹资金，坚持 40 多年，进

行甘肃民间艺术的收藏和研究 。 可以这样

说，他牺牲了自己所有假日、业余时间，一心

扑在这-民间美术研究收藏事业上 。 除了

"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被打成"黑帮"，在农

场劳动锻炼搁滞了数年外，四十多年他全身

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拜访了甘肃东部

5000 多名民间艺人，收藏了近 10 万件有研

究价值的民间美术品，记录了近 30 万字的

文字考察笔记。 他还在自己家里的窑洞、 学

校的旧教室、家中放煤炭的小房子内，办起

民间艺术陈列展览室，并写文章在国家、省、

地报刊杂志上介绍甘肃民间美术，使得甘肃

民间美术驰名国内外，受到国内外专家教授

极大的关注。 他本人被记者 、学者称为"甘肃

民间美术的代言人"。美国的罗熙、托尼，日

本的德田顺一，法国的吉莱姆，英国的哈得

曼、燕珊等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陇东考

察和专访。在国内他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古元、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丁、副院

长李锦璐和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峰，中

央、西安、南京美术学院教授画家杨先让、李

琦、冯真、靳之林、杨学芹、王宁宇、张道一、

王树材等艺术界权威人士的重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超负荷的工作，特

建i告省长与本书

作者王先普在-起



别是经常深入到偏僻的山区，吃饭不定时，

饥一顿饱-顿，有时一天吃不到饭，使得王

光普 1994 年，身患胃癌住进医院，做了胃切

除手术 c 出院后不到半个月.他就继续搞起

他的民闯艺术收藏研究工作。他卓越的成

绩.受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肯定 1996 年 2 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给王光普先生授在1为..级民间工艺

美术家气由于长期忘我工作， 1998 年，他的

胃癌和胆结石再度发作，在庆阳地区领导同

志的关照下，他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对胃和

胆进行全摘除大于术。出院后不到半年，年

逾花甲的王光普，支撑着极度赢弱的病体，

靠着乐观、执著和顽强，一边和病魔作斗争，

一边再度投入到民间艺术研究之中。他自己

深知胃癌病魔的危险性，也知道生命给予他

的时间是有限度的，因此，他一边治疗，一边

锻炼身体，一边整理自己收藏的民间艺术

品平他拒绝了国内许多著名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单位与个人对他收藏品的高价收

购，决心让甘肃民间艺术回归生它、养它的

土地。他找到了甘肃省黄河奇石馆宋志刚同

志，将自己珍藏的皮影 5000 件(长度达

2000 米)、神怪摊面 5000 件、脸谱 5500 幅、

剪纸 10000 余张、石刻 100 余件、木偶头

十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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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余个、刺绣 500 多件、木版年画等 10 个

品种实物珍品，用汽车拉到兰州，让黄河奇

石馆收藏，建立一座甘肃省民间艺术馆。

在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宋志刚的大

力支持下，王光普带病整理出了《古文化符

号破译》、《北幽神怪皮影》、《甘肃传世明清

皮影线谱》、《人类童年时代的吉祥物一一荷

包与刺绣》、《甘肃历代传统民间石刻》、《时

令面花》、《吉祥如意的甘肃砖雕》、《幽地帷

面》、《远古神韵-一传世木版画·木雕精

品》、《生命生殖崇拜与远古图腾一一民间传

世剪纸纹样》等 10 余种"甘肃民间美术、民

俗与古文化"丛书。此套丛书用数千幅实物

照片， 20 多万字，全面介绍了甘肃民间美

术。丛书被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列为重点出

版计划，将陆续出版。 该套丛书的出版，在内

容上详细纪录了甘肃传统的民间风情文化、

远古图腾文化、古老的历史文化，清晰地剖

析了民间美术如何得以保存和延续的轨迹，

可清楚地看出民间美术造型和我国传统绘

画造型与西方写实绘画造型三者之间的血

肉联系，也可以找到齐白石、徐悲鸿、古元、

力群、王朝闻、张订等老-辈艺术家在艺术

创作道路上如何借鉴学习民间美术，进而创

造出具有东方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艺术品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根源"

甘肃省民间艺术馆的建立，将是我省民

间美术品的大展示，它与《丛书》的出版融为

一体，更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受到省内

外专家的极大关注与支持。他们认为甘肃的

文化艺术有两大体系，一是敦煌艺术;二是

甘肃民间艺术。我也有同样的心情，祝这一

事业有成，越办越好。

当我们打开此套丛书，会把我们带进遥

远的历史，会把我们再度引向童年时代:每

当逢年过节，母辈们忙碌着用刺绣品、花衣

裳、虎头帽、兽头鞋打扮我们，我们都沉醉在

美好欢乐幸福的时刻，有的手拿玩具，有的

头戴兽形面具，在红红火火色彩鲜艳的传统

剪纸装扮了的窗户、门庭院落之中，口中吃

着美味可口的面花馍馍，与摆放在房间里窑

洞中的花纸缸，贴在墙上、粮囤上、柜箱上的

红绿传统剪纸，相映成趣，我们沉浸在民间

艺术的殿堂之中，尽情欢乐，尽情歌唱……

这种美好的回忆，也正是民间美术伴随我们

成长的真实写照。这些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

用来表达自己热爱生活，表达劳动人民与大

自然和谐共处的→幅幅画卷，它是劳动者共

同栽出的艺术大树。祝愿长卷越续越长，祝

愿民间艺术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1

"美在人间"，"美之源泉"是我国古代哲

人赞美民间艺术的词语，也是民间美术在中

华民族艺术海洋中具有元限生命力的真谛

所在。我由衷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让甘肃的

民间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世人了解

远古神秘、厚重、古朴、丰富、隽永的甘肃民

间艺术c 我十分愿意和这些同志共同为宣传

甘肃、建设甘肃而不懈努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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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习俗与刺绣

T专统民间刺纺吉祥扮，大体二步为刺结和

荷包两种类型 。 这些众多的吉祥协主秀品，都

三革 中士也 j主映:了中华五千年的原始图腾文化、

古老的历丈夫忆和1专统习俗，用日才表现立人

类童年时代主命带拜年口生殖带拜的观念与

意识 。 这些吉祥生秀品 是中平民族.Rf'sl 传统

伦理道速和古老习俗的真实主已录 。 将这些民

/8\吉祥绣扮串连组合在一起，也是人类主存



发展壮大的主活生已实 。 电是中华古文化历史

发展的 ..活化石"。本书中精边的吉祥拗件，
一一一←二-一二-一一

多是明清时代的实协道存，是研究中华民族

历义夫忆和古民俗的珍贵资料。

提起我国古代传统结品，人们自然会想

到驰名中外的苏纺、相结，也常常为能j寻到

一件真品币感到自豪 。 在 5P，，- 多人的心目中，

i主种精刺主田绣的手工艺术品，总是与碧山绿

水、轻介荡漾的南国 71二乡联支在一起。 这些

苏相结品，多是精也炒手续出的工艺品，和

祖辈二代-代1专承下来的民JR吉祥生秀协有

显著的区别 。 传统的民族民)8l刺绣吉祥伪，

多风格植手广、雄潭、古朴、别致， ;_主型图样更

具有远古历丈夫t用洒。 它们的 ;是型委和出

土文拗注主之手三去、图秦皇文样相似，或有着千

丝万练的户1在关军 。

丰富多耘的情统民181刺绣吉祥份，充i常

?劳动人民主活的谷个角落，电们始终与当

地传统的古老民 )8l 习俗风情紧紧连接在一

起。文炎夏日，在山乡的山路旁、小河边， 1~ 

令看到一群群顽皮戏罢的孩室，他们无着足

肢，不着衣棠，唯有胸菊挂着一T午在衷肚，那

红红的衷月土主，工歹军十主回绣着谷种各样的JE 鸟

鱼窍，动协飞含与有趣的民间故事图样，在
, 

太阳先下，如以大，艳似锦，持别诱人。建年

过节支是一A常规，农家妇女总是把自家致

子，洗的干干净净，打扮的持别军车主雪t J三号

新的兽头帽，围上新做的霞j皮，穿上各种统

在武在布衣棠，足穿绣fE兽形鞋，中不把布刺

玩具，坐在大门口，亨受着吞天明媚的阳尤

雨露。 茶余饭后，劳动休息，或是聊天用议的

时11案 ， 1不会看到那些寿人们三三两两在-块

抽烟，使们每个人的烟杆上都用着(个烟荷

色，上面还给着各种图索，做工精致，在JL活



灵 i活舌现 。 女如口呆遇至到日t谁往家3弦亥子过"薪箭月 ，'\γ、J‘H飞‘i过立生

日

舍斥角lJ弦玄子贺吝，都要拿自己刺绣的东西咋礼

品 。 有虎虎主气的虎头鞋，有生工在绿叶的莲

在帽，有描龙主秀凤的在月土咒，还有狮子枕、抽

儿枕、鱼儿枕、猪头枕等 。 这些礼品注注都要

撂在喜嘉上，让大家观赏、评论。旧习俗童男

轻女，只给男孩做满月、生曰。现在不用立，

男孩子女孩子都二样，只是男女礼品有别 。

给男孩的礼品绣的是望子成龙"、"状元涟

宝 .H.\γ、J‘"‘二龙旦戏艾珠

类白的匀古祥勃拗'象i正多子多福，太福大贵;给

女孩的多是 "升凤朝阳"、"莲生贵子"、"肿垃

娃尘莲"以及荷花、牡丹、凤凰等，表示子孙

绵边，永保平安。 传统的娶媳嫁女徨节支是

甘肃Kfs1刺豆类艺术品的太汇展。陇东民置之里

唱到八岁学针线，十二=-i是绣房，进入绣房结

鸳鸯，盲样故事都综上" 。 -般女兹七八岁学

针穿纹，十岁左右开始丸鞋袜垫，边是女孩

学针线的第一头，也是练基本功的开始。 i故

革主垫讲究f十二去E已线、兰芳花图素，要求军十匀汗

暗 。 女拉长到十五六岁才在衰月土、枕头、鞋帮

等正式衣拗上刺在给辜，并开始着予为自己

些芝平。 归出嫁时，姑娘浑身上下绣拗衷1卒，

打扮海托拉招展。处们肩上的霞报，由百余

块小绣片组成，绣有吉子图及孝敬义母的故

事.腰)È31 泵的百裙裙上也绣二箭在种在卉图

素 ;脚上还要穿一双绣在鞋。 当然，现在的姑

娘已不这样打扮立，可是陪嫁的绣花枕、绣

在鞋垫、绣花门帘亭，均是为新郎和新郎家

里老人-!f-嫂馈赠之份 。 l咙原人家祝寿，夏京

不开刺绣。 精致的寿檐上，有的结八仙，有的

结"福如东海水，寿比审山和"大笋，有的还

绣有童颜鹤发、长额圭宵的寿星图像，有的

用农豆类绣成句:太的寿 ~í主梅，有的未用五

只蝙岳、梅庭、千山桃、喜鹊、梅fE组成王福捧

寿图 。 更阔气的是五尺多长的寿牌上绣着主

男主女子捧仙机后1寿呈献图，并用 "福辛辛寿

棒"四~装饰起来，显7号雍容华贵，气势宏

大，堪称KJÈ31刺绣值1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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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兽头帽1)-
兽头小冒是

农村孩子童年

日于戴的(种帽

子。宅的形象多

取材?猪、虎、

狮子、应其麟、拍

孚各种动拗头部遣里，所以，只用统称"娃娃

兽头吉祥帽

的叫 莲子王小冒";专门主运风的叫风帽;专门 l坊

霖的叫棉帽;专门道邪的叫虎头帽、猪头帽

(般的儿童暮头帽，年龄不用，莲旦在

异

甘肃地处昔土高原，冬春雨季气11柔软寒

冷，帽子浅不可沪，币主帽更为讲究，有"莲

在护胎帽"、"虎头主户脸地冒"、"狗头护胎帽"等

等。总头形的宣布冒是当地T专统主要式样冥

中拥麟形主帽最有持色。人们机应其麟为祥瑞

之兽，它能始人们运子、纳福，因币民fs1 艺人

持别吞爱，将电做成帽子，戴在孩子头上，以

*孩子平安成长。此种善头小冒f故工非常精

妙，主秀出的花叶、在瓣下夹衬主氏花并垫有棉

花底样，好似浮雕，始人一种既竿而又庄重

憨厚的感觉。

儿童风帽Kfs1 多未用紫色绸缎做l患有，

黑色做边缘。中)81绣生工色牡丹、凤凰，帽顶部

留二小洞，是男主辫予的出口。儿童风帽精

工细绣，具有持殊的装饰效果。

虎头、猪头月挂帽，是专门为未满周岁

的娃娃做的-种兽头遣型的帽子，因它多是

4人生下禾蒲月日才开始戴，所以叫月娃帽。 t

既角色|坊寒|坊风，又足保护娃娃的天灵盖不失

伤害。兽头多是猪头、虎头、狮子头、胆麟头，

鱼头、挂头;也有娃娃尘莲、牡丹、凤凰、孔雀

圈圈月娃帽子。当地习他说，兽头帽可以保

佑娃娃平安，有遵耶裕是魔1乍用。这两件兽

头开五月娃圈圈帽，做工精致，遣里奇持，兽B民

圆睁，巨齿撩牙，大口中吐出王色斑~;i割的莲

花与牡丹，两1+烹月着四个丝结农穗。只要

技子-动，在板招展，写了爱可奈的动协遣型



立自才动立起来，既千共， I<~亥

观赏 ，也害予祥扮才户1右 。

它是母辈倾注自己全部

，已血的写照 。

老虎帽子 i主主主最为

号持，母辈们干股妃一个

老虎堂体形象兰芳在帽子

上，挂挂的脑门是老虎

头，脑勺处是老虎的足

巳，头顶是老虎奔染，两

侧娃女圭宵朵处，是老虎的

腿和爪子，菊爪子下踏结

色艾叶， 1邑析、又叶老j支帽

子，有驱邪除魔纳福降祥

的官意 。

凤凰戏牡丹凤帽 (清代)



莲花形女孩帽(清代)

眼麟重帽 ( 明代)



猪头形重帽 (清代 )

猪头形童帽 ( 清代 )



虎头 (上 )猪头(下 )月娃帽 (明代 )

老虎帽子 (明代 ) 虎形兽头帽 (明代)



儿童涎水牌 e~

童年涎.71<:..X卑，当地人叫固嘴，是婴儿精

月时，外祖母、 男母或表姐、农嫂赠送的礼

品.~实用价1直是沾 /1 、 Jl 口水平口道乳白旬，也

是二种装饰品 3 绣工考究，主文样多是龙、虎、

风、鱼、蝴蝶、在卉、万富、长命吉岁、女口走

手 。 如下图的1景色围嘴，中 iEll绣着一只带翅

膀令飞的金昔色老虎，虎身上有万福纹样装

饰，两旁;玉兰秀有莲在、梅干正在一株 。 富走虎子

腾飞，富贵不断，春在眉梢。持别是带起腾飞

虎和汉代画像石专上的虎形相似，是研究我国

古代历史文忙亘在海的资料.:t._- 。

王福、福娃、又虎、猪头、崎孙金瓜、都是

不用遣型的注*.牌，都是艺人精心琢磨，

施拉艺，显露立民fEll艺人的富起扶艺。

红老虎涎水牌 (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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