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飞a.>
"气

己'
、，

• . 

王
光
普
编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甘肃民间美术 民俗与古文化丛书

古民俗图纹程译
I 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Folkloric Symbols 

王疙普锦若
Wang Guangpu 

甘肃 人 民美术 出版社



固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古民俗图纹释译j王光普编著.一兰州:甘肃人民
美术出版社，2∞2
(甘肃民间美术、民俗与古文化丛书)
ISBN 7 - 80588 - 453 - 6 

1 .古… II. 王… 皿.纹样-研究-甘肃省-古代
凹 .J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2)第 1∞319 号

责任编辑:杨继军

装帧设计:成冠伦

英文翻译:黄喜玲

古民俗固纹释译

王光普编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衬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x 1194 毫米 1/20 印张 4.6 字数 30 千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 000

ISBN 7 - 80588 - 453 - 6 定价 :28.00 元



H三
!圣(毛

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传说的三皇之首伏蕃氏就诞生在甘肃境内

的古城纪已这里也是黄帝族早期主要活动的

地域之→，东部又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

地c 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文化底蕴极为丰

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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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视为我同最早的民俗画。从汉代起，丝绸

之路贯通甘肃全境，甘肃成为欧亚大陆贸易

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外文化的重要

交汇之地ο 甘肃自古以来，有众多的民族在

这里聚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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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甘肃另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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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它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真

实写照，也是中华文化艺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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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了我国先民传统

的哲学、美学和造型艺术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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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甘肃东部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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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以

这样说，他牺牲了自己所有假日、业余时

间心扑在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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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他全身心地投人到这项事业中 气

他拜访了甘肃东部 5到00∞O 多名民间艺人'收

藏了近 lωO 万件有研究价值的民间美术品'

记录了近 3到O 万字的文字考察笔记二他还在

自己家的窑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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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报刊上介绍甘肃民间

美术，使得甘肃民间美术驰名国内外士 他本

人被记者、学者称为‘"甘肃民问美术的代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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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1 (; 在国

内他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中国工

艺美术学院院长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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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宁宇、张道一 、王树村等艺术界权

威人士的重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超负荷的工作，特

陆浩省长与本书

f乍者主光普在一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别是经常深人到偏僻的山区，吃饭不定时，

讥一顿饱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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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手术二出院后不到半个月，他就继续他的

民间艺术收藏研究工作主他卓越的成绩，受

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肯定土 1996 年 2 月耳联关合国教科文组

织给干-光普先生授往衔J为"一级民间工艺美

术家

1噶茵和胆结石再度发作'在庆阳地区领导同志

的关照下句他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对胃和胆

进行全摘除大手术二出院后不到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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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再度投入到民间艺术研究之中。他自己深

如胃癌病魔的危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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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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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养它的土

地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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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怪惟面 5000 件、脸谱 5500 幅、剪纸

10000 余张、石刻 100 余件、木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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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俗图

纹释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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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一一刺绣与荷包》、《甘肃历代传统民间

石刻》、《时令面花》、《吉祥如意的甘肃砖

雕》、《幽地摊面》、《远古神韵一一传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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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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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中的花纸缸，贴在墙上、粮围上、柜箱上的

间美术，进而创造出具有东方中华民族文 红绿传统剪纸，相映成趣，我们沉浸在民间

化特色艺术品的"根源"。 艺术的殿堂之中，尽情欢乐，尽情歌唱……

甘肃省民间艺术馆的建立，将是我省民 这种美好的回忆，也正是民间美术伴随我们

间美术品的大展爪，它与《丛书》的出版融 成长的真实写照。这岛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

为一体，更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受到省 用来表达自己热爱生活，表达劳动人民与大

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与支持。他们认为甘肃 自然和谐共处的一幅幅幽卷，它是劳动者共

的文化艺术有两大体系，一是敦煌艺术;二 同栽出的艺术大树。祝愿长卷越续越长，祝

是甘肃民间艺术。我也有同样的心情，祝这 愿民间艺术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一事业有成，越办越好。 "美在人间" "美之源泉"是我国古代

当我们打开此套丛书，会把我们带进遥 哲人赞美民间艺术的词语，也是民间美术在

远的历史，会把我们再度引向童年时代:每 中华民族艺术海洋中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真

当逢年过节，母辈们忙碌着用刺绣品、花衣 谛所在。我由衷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让甘肃 11，、
裳、虎头帽、兽头鞋打扮我们，我们都沉醉在 的民间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精神

美好欢乐幸福的时刻，有的手拿玩具，有的 文明建设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世人了

头戴兽形面具，在红红火火色彩鲜艳的传统 解神秘、厚重、古朴、丰富的甘肃民间艺术。

剪纸装扮了的窗户、门庭院落之中，口中吃 我十分愿意和这也同志共同为官传甘肃、建

着美味可口的面花馍馍，与摆放在房间里窑 设甘肃而不懈努力 O



目录
Contents 

内涵丰富的古民俗圈纹……………………………………………… [1 J 

Rich-connotational symbols of ancient folklore ...‘............................................... [1 J 

1.吉祥入物图纹….........………·…………………….....…..……….....................…….. [3J 

Symbols of lucky personage ."………………….................................................. [3J 

2. 吉祥动物固纹........…………........…....，...........…………………………......，..……… [18J

Symbols of lucky animals ............ ........................ .......................................... [18J 

3. 吉祥植物图纹…………·……‘…......…........……..……......………......……………....... [57J 

Symbols of lucky plants ……………………………………………………………………… [57] 

4.其他吉祥物囹纹…….. ……..........................................................…..........……….,. [69J 

Symbols of other lucky objects ..............................................................…….. [69J 

是t ……………………………………………………………… 马西林[82J

Postscript ........................................................... ..................... .,. ••••••• Ma Xilin[82J 



问

' , 
咽气

- ,... 

" . 
- j. 
, • 

内涵丰富的古民俗图纹
王辅民

古民1谷图弦是反映古代人们，电想观念

和表达这种现，念的形象符号，有着极为丰

富深刻的文化《涵。这些图织都巧纱地附

着在远古始祖人拗形象、动植扮形象与民

JR艺术品装饰和谷种艺术品遣型上。这些

图织多以神话筒说、 Kfé1谚语、 Kfa1故事、

阴阳人与鸡合体剪纸

Rfa1吉祥神为主要用容，多通过比拟、 f营

喻、象3正、谙音、京走号子三去，凸显立中华先

民对平安和谙、幸福自由的祈望。

远在原始图腾时期，先民们对?日月呈

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和诸多的飞含走

善、花鸟也鱼等动植扮的主理持?正与形状甚

不理解，7-是就产生立图腾，秦拜。这也是古

民俗符号的雏形。 新石器时期，岩画、积陶、

右雕、王刻中就有立谷种形，远的夺舍异馨形

'民醺送子'旧j绣篷件



商、用、春秋战国日才期，

P介织社会天命威严的现;走

附着在走个时期的青铜器、

津器等器份上，人们求古遵

凶的也王里是望也出现在走

个时期。

汉代队后，佛教传入中

国 。 佛教因果报应足想与中

国本土的道家、儒家学说相

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古

Rf谷图纹的卢l容 。 民俗图主文广泛应用在建

筑装饰、雕塑和民fsl艺术品中 o

隋唐以后到明:贵时期，是中华专K1谷

图主又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民俗图纹普通

应用在民用建筑、陶瓷、刺兰芳、注器之」二。 持

P。
一
是
一
稍

一
的
一
主
一

到
了
儿

→
除

-
哩
一
川
的→

e
ι
一

王
-

-

「
，
、-
f
r

一

·
T

一

-

fEi

-

-

-

i



、

-

h
H丛
-
气
，

-

E
E

-

‘
丁
，

-

鱼
干
川
川÷
先

÷
有
十
赞

÷

j
h

时

-

5

1

-

:

-

4

-

-

t
-
:

-

m

-

二
、

町

、

一

，

J
-
-
7

、
一

「
'

一

』
W只
-

L

一

文
一
豆
一
业

一

-
T
t一

同
E

一

φ
S

-

f
3
-
H
i
』
-

E』
-

v
一
图

一
括

一
r

。
-
F

一

虎
-
谷

一
末

-
现
-
和



，

-
4
E
1

-

F

习

J
l
-
-

-

L
一
民

÷
析

一
体

一
二
叩

斗
」

一

-
2
一
「
i

-

A
U
J一

↓
主
一

口
一
，
寸

L
-
L
υ

一
'
白
u

一
，
，
-
一

，
女
-
L
L
-
k

-
F
L

一
户

一

'

一

且
-
-

E
L
F
-
亡
-
一
，
王

一

。

一
-
·
·
←
，

.
-
e
i
-
-

、

←

币
t

e
h月
-
J

J
-
一

叶
穴

-

R
吭

一

μ
仁

-

e
z

i-;

-
;
-

1'
-
e
-
-4 

古文化符号演变示意图

别是中国西征给拉法的力口入， 1支古民1谷图

织这至3完美 。 成为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

遗产之二 。

中华古民俗图生文男、 二主 i末长 。 t古老种

机的民俗文化和独持的在形艺术体豆，为

许多学料提挟立丰富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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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石费IH象

厘脊砖赚-一瓮口

祥人物图纹

盘 古

人们根据开天辟地的传说智遣歹许多盘

古的艺术形象，女口盘古惟面、盘古右到像等 。

盘古成立人类的得拜神和保护神 。 盘古用过

的石斧也变成立辟邪神器，就连屋脊上的砖

雕瓮口，也是盘古开天辟地后?宙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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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琵沌之中的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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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表与女娟

1犬z捷、女娟创世的神话故事极为流汁。

知凡的伏获女蜗二神形象为伏害是执炬，女

娟1才久规，人身龙尾。 伏在又桥、太吴氏，是军

居?众神在上的大神。 女娟1则为地母，神

话传说她煤、王色右补苍天， i主主万扮 。 他

伏事E木雕面具

俩都被尊为人文始祖。

伏在数人织用捕鱼，取j寻九种。 人类

斗将夸 1他也取采白的告九尊为"神九"\'斗将夸鱼用视为才孙机

i提足U虫妖夭魔白的台 H神用

启辟辛牙耶P 降魔神拗 。

女娟木踉面具

, 



, .,,, 

剪纸扫天婆实为"女娟补矢"原始纹样的演化

伏.女娟传统绞样



石~J人头龙

"招财迸宝"人面由它身刺绣

人面蛇身

人面蛇身或人面龙身，实际上是括以扰 ( 龙 ) 为图腾

的主文身币言 。 蛇 ( 龙 ) 图腾纹身的习俗在我国出现5K早 。 i犬

喜是与女蜗是人面蛇 ( 龙 ) 身 。

蛇 ( 龙 ) 有警居的持性，所以从汉代开始，伏若是与女娟

咋为一种文化符号，大量被用?坟墓、石棺或祠堂上 ， 是先

民希望灭后灵魂复活。 民间我惜的人头蛇身右到 "人头

龙"为号制巳始祖像，实际上是女娟的演变 。

人面蛇身刺绣

' , 
.~ 

, 



女娟绣品娃f牛

商代青铜盘内的龙纹

J

衡
。

句

'

…" . . 

出土子湖南长沙战国楚墓的这幅串画生动逼真地描绘7

伏<<与女锅人面蛇身的形象。



轩辗黄帝

轩辑赘布头戴九龙珠冠，冠顶有太极

八卦图 。

天是中国先民带拜的上界。 如郭沫若

考证天"'Y-是昔市民族族j歉 。 "天" ~i主

种形象圣保留在民fB\剪纸、刺绣、弄铜器与

玉器中 。

献食鼎"天~乒铭文手口商代丫角抓又鸟笔为

主玉雕，都是天界布王族澈的原始形象。

才厅、警娃娃剪纸、长寿贯钱才爪誓娃娃刺绣

孚都是费市族j款"天"步的清f匕。

轩辍黄帝石到l 流传在民闹的轩辍黄帝像 商代丫角抓鸡幼童玉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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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昌娃娃剪纸纹样

长寿贯钱抓臀娃娃

献侯鼎"天"字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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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在民间的轩辙黄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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